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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
    在党与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无疑是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
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围绕这一事件，作者在深入研究后发现，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
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
从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
    作者程中原，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共和国史研究的权威，也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
。
作者依据文献和档案，以史家的态度与生动的文笔，全景式地展现了1975-1982这八年，即文革后期至
中共十二大之间，党和人民为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与开拓创新的努力。
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作者在叙述中着意穿插许多重要事件的历史场景，让读者在阅读中走入历史
，从而在故事中体悟共和国那个特殊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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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中原，生于1938年，江苏无锡人。
中共党员。
研究员。
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任《江海学刊》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
为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
著有《张闻天传》、《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历
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历史转折论》、《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在历史的
漩涡中》、《转折与新路》等。
主持或参与编辑出版张闻天著作、胡乔木著作和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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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  一、“八月指示”：“火炉”里吹出的清风  二、“本
来要走进这个房间。
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三、邓小平走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    1、“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    2、沉默孤单的首次亮相    3、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4、“江青，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
”    5、张春桥：“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    6、“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  四、整顿，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进行    1、从铁路突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
出戏。
”    2、要找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    3、二三年要拿“杀手锏”，打到×××    4、“我不谈政治，
由他来跟你谈了。
此人叫邓小平。
”    5、未能下发的《工业二十条》    6、“军队要准备打仗。
”    7、造反派头头调离，“火箭干部”下放    8、“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
”    9、“五子登科”，解决科技人员的困难    10、教育部长周荣鑫：“出师未捷身先死”    11、“放
屁！
文不对题。
”    12、部分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13、《论总纲》：“是香花，不是毒草。
”  五、动乱的中国得到初步解脱  六、“我是桃花源中人，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  七、1975年整顿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开始中篇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1976年：从四五运动
到粉碎“四人帮”  一、总理逝世,江青行礼不脱帽  二、“批邓”、“反周”激起举国义愤  三、天安
门事件  四、“四人帮”继续兴风作浪  五、多难之秋  六、毛泽东与世长辞  七、华国锋：江青，你出
尔反尔！
  八、十月的胜利下篇 历史转折与新路打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一、华国锋稳定局势、
抓纲治国  二、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三、拨乱反正，从教育战线开始    1.这个冬天．570万青年走进考场   
2、推到“两个估计”    3、“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  四、“这是科学的春天”  五、经济领域的思
想解放    1、华主席的“第一篇务实讲话”    2、按劳分配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    3、“生产力是
最革命的因素”    4、“按经济规律办事”：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  六、“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社会实践。
"  七、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  八、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    1、外交“还债”    2、中日“都要向前看”    3
、美国接受“三条件”    4、“搞它个500亿！
”    5、两个禁区取消了”  九、“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  十、中央工作会议——三十六天    1、
揭批查再搞=五年？
不行    2、增加了一个首先要解决的议题    3、平反！
平反！
    4、“人民万岁”——“天安门事件”平反    5、清算“两个凡是”    6、“王胡子，也够格”    7、文
革十年：民主法制在哪里？
    8、邓小平的。
主题报告”    9、。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十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2、
“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
    3、“汪东兴同志的这个检讨，令人大失所望。
”    4、“乔木，你来写这两个文件。
”    5、39岁的藏族干部进入纪检委    6、电台广播《全会公报》  十二、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提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叶帅提议与中央决策    2、会前的准备    3、会议第一天    4、李鑫：“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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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5、干部终身制是发扬民主的障碍    6、57年之后，毛泽东的错误是严重的   
7、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8、错误思潮的泛滥与“西单民主墙”     9、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    10、“让历史来检验”  十三、农村改革先行    1、从“省委六条”到包工到组    2、“马列
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了”    3、“与其搞外国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不如干脆搞包产到户”  十四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2、“是好事，是胜利”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3、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十五、陈云、李先念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1、
“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
”    2、“新八字方针”    3、国家多拿出16个亿    4、“5％有困难，4％也可以。
”  十六、对外开放与创办经济特区    1、“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    2、“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    3、“经济特区”正式启动  十七、“如果再不实行政治改革，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  十八、公
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十九、第二个历史决议诞生    1、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2、还是要搞
一个决议    3、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4、“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稿子了”    5、华国锋
辞职    6、“这很对，我赞成。
”    7、这个文件“经过不晓得多少稿”    8、《历史决议》稿“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二十、走自己
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历史性伟大转变的完成和中共十二大的召开    2、邓小平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打开一条一心一意
搞建设的新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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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
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军队高干会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
开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
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妄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
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
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
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历史也迫切要求产生伟大人物来整顿文化大
革命内乱的局面。
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出。
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走出低谷，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
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
二、“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1975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
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
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①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
，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
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
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②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
大灾难的内乱。
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
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
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
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
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
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
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①，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
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
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
1974年初，他们搞起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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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
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
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
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
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
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
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
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
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
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
外贸逆差13.4亿美元。
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
样生活下去了。
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促使一九七五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生存
和发展的需要。
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
”①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八月指示”，整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
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
。
三、邓小平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
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随后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
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
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主席，同时还有周总理和叶老帅
。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
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六十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
。
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
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
他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②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
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
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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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1年春，我从南京调到刚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
十八年来，主要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卷（1976-1984）的编
撰工作。
“历史转折”自然成为我研究的重点。
逐渐形成一个看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
事情。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
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其间发表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公开出版的著作《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与夏杏珍合作）、
《1976-1981年的中国》（与王玉祥、李正华合作）和一些论文得到读者和学界的鼓励。
2007年，“历史转折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
我与课题组的同仁，正在进行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的写作。
今年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
4月中旬的一天，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胡孝文同志向我约稿。
我没有多假思索，提出将我发表过的三篇文稿（《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述略
》、《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编一个小册子的建议。
他表示赞成。
过后仔细一想，觉得这三篇东西格调不一，需要调整、加工，方能作为一本著作出版。
胡孝文同志建议都整理成《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那样，不仅有历史的评论，还要有具体的情节、
生动的细节，要再现重要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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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为邓小平说话　　“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
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
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
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
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
也不要紧。
他不专权，会用人。
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　　参加中央军委。
进中央政治局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
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愤然离开会场。
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9月中旬，江青到大寨鼓吹评《水浒》“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说
什么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
毛泽东闻讯后当即说：“放屁！
文不对题。
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
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
”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　　华国锋：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
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
当时的意图是，⋯⋯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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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75-1982:难忘这八年》依据文献档案、披露权威史料、展现重要场景、体悟特殊年代。
毛泽东为邓小平说话，“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
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
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
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
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
也不要紧。
他不专权，会用人。
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
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愤然离开会场。
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围绕评《水浒》的斗争，9月中旬，江青到大寨鼓吹评《水浒》“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说什么宋
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毛泽东闻讯后当即说：“放屁！
文不对题。
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
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
”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清算“两个凡是”的错误华国锋：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
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
当时的意图是，⋯⋯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难忘这八年（1975-198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