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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包括“文化大革命”灾难伊始，明朗；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
体座谈/章玉钧执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曾庆祥；1968年的“云阳武斗”，文
荣启；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野心家的浮沉——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来龙去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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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015 “文化大革命”灾难伊始明朗“文化大革命”初期，四川最迟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
史剧(海瑞罢官)》，明朗作为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一，自然难逃干系。
于是，灾难接踵而至。
撰稿者明朗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
022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体座谈/章玉钧执笔段君毅同志1970年奉中央之命下派到四川，先后担任四川
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常务书记等职。
在四川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智若愚”的睿智顶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压力，做了大量工
作。
执笔者章玉钧系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当时在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组、办事组工作。
031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曾庆祥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挟持中共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赴京告状，周恩来总理从头至尾亲自处理了这一事件。
撰稿者曾庆祥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
时任廖志高同志秘书。
046 1968年的“云阳武斗”文荣启1968年，万县地区发生了一场九县一市(忠县、梁平县、万县、开县
、云阳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奉节县及万县市)造反派组织武装攻打云阳县城的大规模武斗。
这场武斗，从6月2日开始，8月11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九天。
参加武斗人员达数千人(另一说约一万人)。
这场武斗，造成了巨大损失。
051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野心家的浮沉——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来龙去脉龚自德口述/张继禄
杨萍王癸鳕录音整理刘结挺、张西挺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曾分别主持中共四川宜宾地委和
宜宾市委(县级)的工作。
但他们品质恶劣，作风霸道，制造了十几起冤假错案。
1964年，中共四川省委监委对刘结挺、张西挺作出开除党籍、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张趁机翻案，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得到“平反”，刘、张二人成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风云人物。
口述者龚自德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
086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老会”冤案李亚宁“三老”是指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这本来
是革命者的荣耀称号，“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却被当做革命的对象，受到打击和迫害，甚至捏造出
一个有组织的“三老会”。
在江青宣布“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之后，造成一大冤案，受株连者近十万人。
李亚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调查地下党员冤情和“三老会”冤案而被打成“青年三老会”骨干。
这篇回忆通过亲身经历为此冤案揭秘。
撰稿者李亚宁系四川大学教授。
第二部分111 回忆李大章同志明朗大章同志是个好领导，他具有忠厚长者的风度，有文化知识和实践
经验，在多数场合能听取不同意见，对干部不搞打击报复。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的干部解放比较早，也比较多，李大章起了很大作用。
他不卷入派性，任劳任怨抓生产，令人钦佩。
114 无尽的思念田枫1950年全国解放初期，川南地区土匪猖獗，公粮奇缺。
李大童冒着危险，“督战”在征粮剿匪第一线。
他平等待人，严于律己，事必躬亲，经常自己动手，起草文稿。
有时他也很无奈，在得知老部下被打成右派以后，只能叹息：“田枫哪会是右派?他只是一个学生嘛!
”撰稿者田枫时任中共川南区党委办公室机要秘书。
127 大章同志在“大跃进”年代的二三事卢子贵1958年，李大章到川南巡视，对基层的弄虚作假，他
批评道：“不能只搞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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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学生参与放“卫星”，他要宣传部下文，禁止抽调学生。
撰稿者卢子贵系原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厅长。
130 我给大章同志当秘书林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凌担任李大章的秘书。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抢夺“走资派”去批斗，李大章是被抢夺的
重点对象。
李大章既要东躲西藏，还要支撑工作局面，经历了被一派关押，又被另一派从墙上打洞抢走等闹剧。
撰稿者林凌系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36 我跟随大章同志经历的几件要事杜厚成杜厚成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来到李大章身边，
做保健、保卫和秘书工作。
他曾跟随李大章参加1967年中央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接见李大章，要
他“赶快出来工作”。
对“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得沸沸扬扬的“李大章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的事实真相，文中也有披露。
撰稿者杜厚成系原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
⋯⋯第三部分第四部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

章节摘录

10月初，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路过成都，赵增益同志也随行。
因阎、赵都是老熟人，我到锦江宾馆去看望他们，顺便想打听打听云南的情况。
我去后，廖志高同志也在那里，正谈论“文化大革命”。
云南的情况和四川大体相同。
赵增益同志说：“北京的红卫兵串联，一到昆明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打倒阎红彦的大字报、大标语就
出来了。
炮轰，火烧，‘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开始出现‘坐飞机’、戴高帽子游街的事。
”我说：“要是给各级领导干部都戴上高帽子，志高同志领头，我们跟在后边游街，那才好看哩！
”（这话当时是作为绝不可能的笑话说的，想不到以后竞变成了事实。
）阎红彦同志接着说：“要是高帽子戴到我的头上。
我给他砸烂扔了。
”志高同志直摇头，说：“现在我们对下边的领导干部没法保护，任人作践，真闹到各级党委都瘫了
，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完了。
这些情况，要向中央反映。
中央这次开会，可能会拿出办法。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阎红彦没有在成都停留，到了第二年1月，就传来他“畏罪自杀”的消息。
阎红彦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工农出身，坦率爽直，有民主作风，是我崇敬的一位领导干部。
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罪，但我联想起他在锦江宾馆说的话，估计一定是他那刚强不屈的性格，像挺立的
大树一样，遭受到狂风袭击而摧折的。
廖志高同志开会回来，找我们去谈话，情绪低沉，说这次他犯了错误，受到批判。
我听了非常气愤，忍不住问，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他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怕群众，没有到群众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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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是当代口述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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