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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又去北京！
”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
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
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
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
、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
。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
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
—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
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
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
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
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
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
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
点选题。
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
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
选题中，选定了22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
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22部的重点长篇
。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
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
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
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多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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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
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为了写《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
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11时。
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3卷多胶片。
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仔细地审读了全书，给予热情的肯定。
审读工作在1998年1月结束。
这时，正好赶上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书。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
其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笫4期发表黄如军的长篇评
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
黄如军先生的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
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
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
，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
的召开等。
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
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
出的历史性贡献。
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
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尤为可贵的是，黄如军先生非常认真地逐一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本中的讹误。
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补充了十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讹误
之处，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
考虑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一书名更加鲜明，所以新版本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
在《光明日报》编辑部评选的“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居首。
《光明日报》编辑部对本书的推荐语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
，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
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
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真实记录了从1978年10
月“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描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
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
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
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
路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这次，作者对本书再度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本书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命
运的那次大转折，记述在1978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叶永烈2012年4月19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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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邓小平在1978年重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改变中国命运的全景记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并未立即走上发展的轨道，
而是深受“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两年时间是中国当代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发
生了很多鲜为人知、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

　　在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充分发挥了他的大智大勇
，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摆脱长期“左”的错误束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
进程，挽救了中国，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
叶永烈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撰写了这部历史巨著，真实
记录了从
“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
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
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
是”，与极左路线的斗争，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
本书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是一部深具珍贵历史价值的巨作。

　　在这本最新修订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中，作者新增了大量材料，吸收了2008年至今党史研究的
最新成果，更加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政治交锋的台前幕后，值得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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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
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
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
此外还著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以及超级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
《十万个为什么》等。
新近著有“叶永烈世界观”之《真实的朝鲜》、《美国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
》等。
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

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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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小引
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第二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
第三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
人们关注着上海的大游行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第四章 “宣传华国锋”的热潮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
第五章 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第六章 “两个凡是”的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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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

“四人帮”极“左”乎？
极右乎？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
第七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华国锋左右为难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步步后退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华国锋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第八章 精心选择突破口
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
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中共中央党校成了胡耀邦的阵地
《理论动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南京出了个胡福明
北京的孙长江与胡福明不谋而合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胡耀邦一锤定音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第九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吴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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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中共高层的不同表态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第十一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两个“特写镜头”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第十二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陈云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发生“《中国青年》风波”
“天安门事件”终于平反
为彭德怀平反的艰难历程
陶铸女儿《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震动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提出“新的大跃进”
“经济专家”陈云强调“稳重”
邓小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第十三章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紧紧衔接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胡乔木主笔起草《公报》
中国列车驶离“左”的轨道
确定“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胡耀邦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批判华国锋“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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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右倾”和“非毛化”
以邓小平视角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
尾 声 华国锋的“淡出”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华国锋平静的晚年生活
华国锋之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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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
 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
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喻也。
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
”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抓江青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认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
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认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
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78岁的周思来因患膀胱癌病
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
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
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
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
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
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
站在门口了。
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
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
我们谁也没有离开。
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
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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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其实是我关于中共党史的系列长篇的继续。
    我写了“红色三部曲”，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亦即“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写的是遵义会议，亦即“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从“比较领袖学”
的角度写国共两党的领袖，写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的过程。
    这“红色三部曲”，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进程
。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我着眼于1957年到1978年这21个年头。
    1996年5月14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记者侯德贤对我的采访报道《叶永烈：彻底否定“文革”应毫
无异议》，内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把中国当代历史比喻成时间隧道，那么中国这辆列
车应该是从1957年驶进愈来愈黑暗的‘左’的山洞，直至1978年才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
1957年和1978年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    我写的长篇《反右派始末》多角度、全过程、全方位叙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写了中国
“左”的灾难的开始。
我写的《“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等两部长篇则是中国的十年浩劫的真实写照，是中国“
左”的灾祸的真实记录。
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则是写了中国列车在1978年“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
    正因为这样，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是我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中的第十部。
    我还将写下去，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记述历史的书，不能不选用若干历史性照片。
本书所用历史性照片，系选用新华社当时的新闻照片。
鉴于当时的新闻照片不署名，未能查明摄影作者。
今后如能查明摄影作者姓名，当在再版时补上，并寄照片稿酬。
本书所用采访性照片，系本书作者及夫人杨蕙芬所摄。
    叶永烈    2012年4月26日于上海“沉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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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
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
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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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编辑推荐：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的精品力作，《光明日
报》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十大报媒“最受读者欢迎畅销书奖”，让历史告诉今天，谨以此书献给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极左路线的干扰，调转了中国巨轮前行的
航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赢来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
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
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
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许多事件，虽不是刀
光剑影，却也是跌宕起伏，悬疑丛生。
中国传记文学著名作家叶永烈，走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及见证者，以大量翔实生动的材料回
顾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事件，再现了一代杰出政治家邓小平的政治智
慧和超人魄力。
作者是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第一名家。
他的纪实文学以写知名人物、高层人物、历史传记为多，包括讲述中国共产党斗争历程的“红色三部
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国共风云:毛泽东与蒋介石》，还有反映“文革”
和“四人帮”的系列人物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和《陈伯达传》等
。
这几部作品一版再版，在社会上流传甚广。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先生的第十部关于中国党史系列的长篇纪实文学，
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
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资料还是翔实的，内容
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是一部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巨作。
此书先后由广州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销量超过10万册。
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具，是一部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巨作。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涉及诸多的开国元勋及政治领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刻与极左
路线展开的思想交锋，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疑云。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读来大气磅礴，深具远见卓识。
了解历史，展望未来。
对于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们来说，通过《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可以重温中国是如何
在矛盾丛生和各种思潮的激烈缠斗中推进社会的变革。
对于今天年轻人而言，阅读本书可以回到改革开放的原点，从而真正理解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社会带
来的深刻而巨大的改变。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2012年你非读不可的时政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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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
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
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
，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
的召开等。
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
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
出的历史性贡献。
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
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如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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