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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读了谷牧同志的回忆录，万千思绪油然而生，仿佛又回到20世纪的革命岁月之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仍历历在目。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侵入热、察、绥，威逼平津，华北告急，国难当头，
中华民族濒临危亡。
千千万万的青年，走出课堂、田庄、工厂，集聚到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投身于民族
解放斗争。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取得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伟大胜利。
继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
随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从鸦片战
争之后一百余年遭受侵略、欺凌的历史，从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前进的车轮，从此驶入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光明道路。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所走的革命的、战斗的、进步的人生之路。
谷牧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一位老同志。
如同许多老同志一样，他的革命生涯，是峥嵘多彩的。
地下工作、公开工作，他都做过。
笔杆子、枪杆子，他都拿过。
兵和官，他都当过。
党、政、军、群多种岗位，他都上过。
他受到过表扬称赞，也曾遭受诬陷打击。
他是历尽风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
谷牧同志在几十年的奋斗中，经常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进行新的工作领域的开拓。
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胶东地区搞过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以后到北平，从事北平左联的组织工作，编辑进步刊物，联络进步青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到友军中做秘密工作，接着又领导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主持一个地区的军
政全面工作。
人民解放战争中，他组织所在地区人民大力支前，供应山东解放区南线自卫反击作战的后勤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他努力实践中央要求，对城市解放后如何接管和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经济战线工作，先后在国家经委、建委、计委担任领导职务。
他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向专家虚心求教，老老实实当学生，很下了一番功夫，真个钻了进去，成为高
级干部中懂得经济工作的行家，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赞赏。
十年动乱中，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管理经济。
在那极其复杂的斗争中，他不计个人荣辱，殚精竭虑，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国民经济运行，受到
广泛的同情和称道。
1978年至1988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头十年中，谷牧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又一次承担了开拓新工作领域的任务，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
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放眼发展目标，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
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
作措施。
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外贸体制的改
革，涉外旅游事业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海关查私监管工作的强化等方面，他都倾注心力，做
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成为看得见
、摸得着的生动现实。
当年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至今对他念念不忘，说他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
。
谷牧同志善于学习，富有知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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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从事政治，还是管理经济，都同时兼有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他会写文章，酷爱书法，懂得古字画鉴赏之道。
由于与分管的工作有关和兴趣所至，他对于古迹的保护、文物的收藏、孔孟儒学的评估，都尽力所及
，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深得这些方面专家学者的尊重。
谷牧同志长我几岁，入党也早。
我最早知道他，是在1949年济南解放时。
他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中央转发了他总结的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
那时，我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市工作，读了他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
1952年底，我到了北京，在国家计委工作。
不久，谷牧同志也到了北京，在国家经委担负领导职务。
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联系也多了。
他在长期从事的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中，不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有建树，而且尽管经常处于风口
浪尖，却游刃有余。
对于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多少有些体会。
总之，在过去七十多年里，谷牧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中
央负责干部。
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许多事件。
这本回忆录，有他的亲历亲为，也有他把自己摆进去对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曲折和失误的反思
。
我以为，它无论作为党的事业发展中一些侧面的剪影，还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人生历程的记述，都
是很珍贵的。
过来人、当代人、未来人读一读它，都会从中获益的。
故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写了这些话，以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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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过去七十多年里，谷牧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中央负责
干部。
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许多事件。
     这本回忆录，有他的亲历亲为，也有他把自己摆进去对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曲折和失误的反
思。
它无论作为党的事业发展中一些侧面的剪影，还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人生历程的记述，都是很珍贵
的。
过来人、当代人、未来人读一读它，都会从中获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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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海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同我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
联系，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过力。
上海解放时，多数留了下来。
但是，“五反”中也发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相当严重。
上海的“五反”，开初一段时间里因为相当多的干部是原来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缺乏政权工作和群众
运动经验，迟迟打不开局面，后来又走向了另一端，搞过了头。
我到上海时，有些基层单位给资本家戴高帽游街，甚至有的单位还提出了“反剥削、反压迫”，在揭
发检举中把某些资本家的生活隐私也抖落了出来，空气十分紧张。
而报刊宣传仍在不断升温。
市委领导认为再这样发展下去要出乱子，会影响全国。
党中央对上海“五反”十分重视。
鉴于我在济南的“五反”工作中总结过一些经验：陈老总把我调来上海配合他领导上海的“五乒”运
动。
经市委研究，并请示中央同意，对“五反”采取了加强领导、严密控制的方针。
一是由陈毅市长出面作动员报告，全面交代政策，着重讲了防止过头现象，稳住资本家的情绪。
二是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强调只搞“五反”，不能搞其他“反”的内容。
三是把中央批转的济南召开劳资双方见面会，开展面对面斗争的经验，结合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
物多的实际情况，改为“背靠背”的斗争方式。
陈毅同志很强调采取这个办法。
根据他的指示，对303户工商界上层人士，采取“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方针。
由市委、市政府直接掌握，组织他们“互助互评”，要求他们要“衣冠楚楚”，“从容过关”，不要
搞得“狼狈不堪”。
多数人士对这种“武戏文唱”的办法，感到喜出望外，表现较好，少数人则片面理解“保护过关”，
不大自爱，结果则是相当狼狈。
四是在定案处理中，除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宽严尺度以外，还对政治表现较好的工商业者再适当从宽
。
荣毅仁同志家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商户，上海市委决定划为基本守法户，请示毛主席、周总理。
毛主席说，再大方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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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今年94岁，也可以算是个世纪老人了。
从20世纪80年代末离开国务院的岗位到政协工作后，我就开始构思和整理回忆录。
90年代初，在出差外地时经常邀已退休的原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张戈同志同行，初稿是我口述、张戈
协助整理的。
后经我多次修改。
原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春霖以及先后担任过我秘书的诸葛世廉、钟志奇、李灏、胡光宝、赵景贤、蒋
明生、孙钢、黄淑和、谢鸿昌、李强、连启华、周建伟、张守德和我的部分子女参加审稿、改稿或协
助整理过部分稿件。
后期统稿，刘会远、刘燕远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做了较多工作，张守德给予了协助。
长子刘念远参与了最后定稿。
这本回忆录曾以《往事漫忆》为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并曾在2005年准备出版，不少朋友提出了宝
贵意见，宋平同志热情地写了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总是希望能够收集更翔实、准确的资料，并对经历过的历史事件有更成熟的反思，所以出版的事拖
了下来。
但现在毕竟年事已高，已感觉力不从心。
经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盛情邀请及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劝说，我决定把这个不成熟的回忆录拿出来，
一方面对今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和明年的建国60周年是一个纪念；另一方面也希望
读者同我一起总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经历的80多年战斗历程的经验教训。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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