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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期，坐落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在经历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动乱之后，发生
了举世瞩目的、划时代的伟大转折。
其转折点，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建设社会主
义的基本路线为标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众多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因&ldquo;左&rdquo;倾错误
的几度干扰，出现过挫折，特别是出现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十年动乱那样的挫折。
因此，在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与会者痛定思痛，决心以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为
指导，彻底清算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ldquo;左&rdquo;倾错误，进一步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实现形式和发展道路，确立了&ldquo;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rdquo;的基本路线。
此后，党领导人民在基本路线指引下，开展了一场以体制改革为鲜明特征的大革命。
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立足点，大刀阔斧地改革束
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在中国迅速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
这一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型，获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大转折的体制改革浪潮中，以突飞猛进
的态势，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力增强等方面，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旧模式遭受重大挫折的危险时刻，太平洋的潮声却向世界
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
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时代开始了。
 人们不禁要问：上述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历史转折的过程、内容和性质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撰写本书，以活灵活现的人和事，再现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的历史大
转折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一转折的内容、性质和原因，让历史本身来回答人们的提问。
希望读者从中能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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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70年代末期，坐落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发生了举世
瞩目的、划时代的伟大转折。
其转折点，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为标志。
这个转折是怎样发生的？
历史转折的过程、内容和性质是什么？
本书针对这些问题，以活灵活现的人和事，再现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的历史大转折的发展
历程，让历史本身来回答人们的疑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作者简介

　　王鸿模辽宁省海城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曾任山东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政治系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三部主任、科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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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徘徊前进
惊心动魄除“四害”
“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
走向历史转折的前奏
第二章 全面纠“左”的中央工作会议
工作重点转移与全面纠“左”的呼声
陈云发言起狂飙
中央政治局的几项重大决定
“中心定位”大讨论
改革开放的酝酿
真理标准又起风波
农业文件的审议和重写
健全民主与法制的要求
加强党的建设的心愿
小平总结指方向
第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三中全会的议题和进程
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划时代的里程碑
第四章 从转折走向腾飞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开创新局面
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树起两个丰碑
历史留下的启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章节摘录

惊心动魄除&ldquo;四害&rdquo;结束&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十年内乱，是中国历史出现大转折的前
提。
这一历史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同&ldquo;四人帮&rdquo;的巨大斗争后才出现的。
激烈斗争，发生在1976年。
1976年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面对一个灾难频生的局面。
这年，&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内乱已持续十年之久，整个神州大地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的混乱之中。
1月8日清晨，刺骨的寒风吹来了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
7月6日，广播电台又播发了开国元勋、身经百战的朱德委员长病逝的不幸消息。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极度悲痛。
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个祸国殃民的&ldquo;四人帮&rdquo;集团，
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8月，&ldquo;四人帮&rdquo;指挥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受其控制的民兵，企图作乱。
他们下发半自动步枪52700余支，六二式步枪25000支，机枪500挺，迫击炮300门，高射机枪300挺，四
○火箭筒100支，子弹1000多万发，作为夺权的武装力量后盾。
同时，&ldquo;四人帮&rdquo;的死党毛远新，还策划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进京，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
在有了武力准备之后，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ldquo;值班
室&rdquo;，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力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
此时，&ldquo;四人帮&rdquo;加紧了监视华国锋同志的行动，图谋不轨。
他们还操纵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ldquo;效忠信&rdquo;
、&ldquo;劝进信&rdquo;。
有的人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ldquo;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rdquo;，&ldquo;挑起这幅重
担&rdquo;。
王洪文还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
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觉察到&ldquo;四人帮&rdquo;篡党夺权的严重
危险，认为必须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
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谈到：同&ldquo;四人帮&rdquo;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
候了。
华国锋还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ldquo;四
人帮&rdquo;问题。
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了此事。
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
认为同&ldquo;四人帮&rdquo;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
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ldquo;四人帮&rdquo;为了给上台制造舆论，伪造了一个&ldquo;按既定方针办&rdquo;的所谓毛主席临
终嘱咐。
9月16日，他们操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ldquo;毛主席嘱咐我
们：&lsquo;按既定方针办&rsquo;。
&rdquo;&ldquo;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rdquo;他们把&ldquo;按既定方针办&rdquo;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在报刊上占据主要版面，反复宣传
，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人。
学好文件抓住纲&ldquo;四人帮&rdquo;伪造毛主席临终&ldquo;嘱咐&rdquo;的举动，引起华国锋的更大
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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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四个多月前毛泽东给他写下三句话，10月2日，华国锋在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
三十一届会议上发言稿》上纠正了这个提法，并批示道：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
字。
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ldquo;照过去方针办&rdquo;，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
去了。
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示：&ldquo;建议不下达。
&rdquo;江青同意张春桥的意见。
&ldquo;四人帮&rdquo;一方面阻挠下达华国锋的批示，以防伪造毛泽东临终&ldquo;嘱咐&rdquo;的骗局
被戳穿，一方面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又一篇调子更高的&ldquo;按既定方针办&rdquo;的文章。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ldquo;梁效&rdquo;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文章说：&ldquo;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rdquo;，&ldquo;任何修正主义头子担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
下场的&rdquo;。
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领导人。
在此前后，&ldquo;四人帮&rdquo;阴谋篡权的活动更加露骨。
10月1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要大家警惕：&ldquo;还会有人要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翻
案&rdquo;，并说：&ldquo;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
线斗争还长着呢。
&rdquo;王洪文在北京市平谷县讲话时声称：&ldquo;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打倒！
&rdquo;&ldquo;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rdquo;&ldquo;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rdquo;&ldquo;四人帮&rdquo;篡党夺权的嚣张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
。
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
决&ldquo;四人帮&rdquo;问题的办法。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
，决定对&ldquo;四人帮&rdquo;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以上四段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第962-963页。
中共党史研究室著。
2011年1月版。
10月6日，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篡党夺权阴谋的决战终于打响了。
具体行动由汪东兴组织，分两组进行。
一组由汪东兴直接负责，通过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
隔离审查的问题。
按照这个部署，10月6日下午1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
主要议程有三：1、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2、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方案；3、研究中
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
通知还写道：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开会时间定于晚8时，地点在怀仁堂。
当晚，8时前半小时，华国锋、叶剑英先行赶到怀仁堂会场，坐镇指挥，汪东兴随行其左右。
届时，张春桥先到，经华国锋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后，就由监护人员将其送往受审查的隔离处所。
接着到会的是王洪文，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又念了一遍，当执行人员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时，王洪文作了
一些挣扎，但不久就跟着监护人员走了。
姚文元在没有进入正厅的情况下就向他宣布了中央决定，随即将他带走。
与此同时，另一组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张耀祠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
他们在宣布中央决定后，把江青、毛远新迅速监送到隔离审查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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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篡党夺权的关键的一仗，从10月6日晚8时开始，到9点半以前就迅速、
利落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对&ldquo;四人帮&rdquo;和毛远新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之后，10月6日晚11时，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主
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
华国锋向政治局汇报了对&ldquo;四人帮&rdquo;和毛远新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经过，并且严肃指出：
毛主席早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批判了&ldquo;四人帮&rdquo;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
警告他们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搞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ldquo;四人帮&rdquo;。
毛主席在病重期间，再次向中央政治局作出指示说：&ldquo;&lsquo;四人帮&rsquo;的问题，上半年解
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rdquo;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
但是，主席逝世后，&ldquo;四人帮&rdquo;猖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另立中央。
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
他们的死党在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是要庆祝伟大的节日。
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
随后，叶剑英也作了重要讲话。
他主要说，我们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是实践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ldquo;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
&rdquo;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
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接着，委员们热烈发言。
与会同志一致拥护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策，愤怒谴责&ldquo;四人帮&rdquo;的罪
行。
大家还通过叶剑英的提议，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希望尽快召集各地的党、政、
军高级干部进京，传达党中央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开到7日凌晨。
10月7日至14日，按照玉泉山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
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关于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打招呼会议。
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和党中央粉碎他们阴谋的过程。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同&ldquo;四人帮&rdquo;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全党同志要紧密地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提出&ldquo;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rdquo;的方针，要求在斗争中注意政策。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及中央粉碎他们阴谋的胜利通知
到全体党员，全党衷心拥护中央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决策。
许多省、市、自治区和革命老根据地的党、政、军还向中共中央发来致敬电。
就在中共中央向全党逐步传达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取得胜利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ldquo;
四人帮&rdquo;在上海的余党竟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密谋策划武装叛乱。
&ldquo;四人帮&rdquo;在上海的死党徐景贤、王秀珍于10月8日上午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
他们从北京打回上海的电话中得知&ldquo;四人帮&rdquo;出事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决定
要干。
徐景贤下达手令，调集民兵35500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
同时，责成上海的报社、电台在宣传上制造舆论，紧密配合，并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部署和行动方
案。
10月12日，王少庸等又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并准备发表&ldquo;告全市全国人民
书&rdquo;，拟定了&ldquo;一月风暴精神万岁&rdquo;等21条反革命标语，要求参加叛乱的各系
统&ldquo;召之即来，血战到底&rdquo;。
他们提出&ldquo;还我江青&rdquo;、&ldquo;还我春桥&rdquo;、&ldquo;还我文元&rdquo;、&ldquo;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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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rdquo;等反革命口号。
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ldquo;四人帮&rdquo;在上海的余党策划反革命叛乱的情况后，果断地采取了
几项有效措施：第一，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先后召到北京，使&ldquo;四人帮&rdquo;在上海的
党羽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不敢擅自作乱。
第二，迅即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赴上海控制局势，掌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同时，又下令沪宁一带的人民解放军，准备应付事变的发生。
第三，为了稳定上海局势，中央先在南京部队和江苏省一些地方传达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用中央精神
武装上海和江苏党政军干部的头脑。
在中央的有力措施下，徐景贤等人在上海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
当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宣布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消息后，人们纷纷起来声讨&ldquo;四人
帮&rdquo;，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顷刻瓦解。
10月18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被隔离审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
在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得到顺利贯彻的形势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0月21
日向全世界播发了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消息。
顿时北京城像开了锅似的有上百万人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10月24日，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云集百万军民正式举行庆祝大会。
人群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群情振奋，&ldquo;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rdquo;、&ldquo;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
产党万岁&rdquo;的激昂口号，如春雷滚滚，响彻云霄。
从10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中，全国三个直辖市、二十一个省会城市、五个自治区首府，游行集会的人
数达5000多万。
不少家庭举杯欢庆终于把作乱十年的&ldquo;四人帮&rdquo;打倒了，人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闻家驷在《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诗中写道：一网打尽，大快人心。
英明果断，扭转乾坤；主席遗志，后继有人。
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上也引起了注目。
当时，前南斯拉夫一家报纸称赞中国共产党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是&ldquo;人类近代史上最巧
妙最漂亮的一仗&rdquo;。
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历时十年的&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取得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决定性胜利，使一度是灾难频生的1976年，戏剧
性地转变为走向光明的胜利年。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驾驭社会主义航船，绕过暗礁，渡过险滩，破浪前进的惊人的能力。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1976年10月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的决定性胜利，还不是彻底
胜利。
还有一些&ldquo;四人帮&rdquo;的余党在全国各地活动着，&ldquo;四人帮&rdquo;经营多年的帮派体系
还需要进一步摧毁，&ldquo;四人帮&rdquo;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散布的流毒还需要肃清，只有
深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在全国消除不安定因素，才能领导人民以新的姿态建设新生活。
为此，中共中央在1976年11月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开展揭发批判&ldquo;四人帮&rdquo;、清查其帮派体系
的决定。
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揭批&ldquo;四人帮&rdquo;的斗争，要有领导地分三个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清查其帮派体系；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
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剥掉其披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其篡改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极左理论。
适应这种部署，中共中央从1976年12月10日起，连续向全国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
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随后揭、批、查斗争在全国展开。
揭批查的斗争，冲破种种阻力，到1978年取得了基本胜利。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经过揭、批、查斗争，基本查清了&ldquo;四人帮&rdquo;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及其潜在的帮派体系，
从而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
经过揭批查斗争，人们认清了&ldquo;四人帮&rdquo;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派，其极左理论
和路线，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造成严重危害。
经过揭批查斗争，整顿和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到1978年8月，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ldquo;四人
帮&rdquo;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而被撤职者9人，约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结合揭批查，初步调整了中央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调整面较大的有23个部、委、局
和14个省、市、自治区。
此外，还制止了少数地区由于派性仍然存在的武斗和动乱的局面。
这就在全国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创造了重要条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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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78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纯粹是中国时刻，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长达1/4个世
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
一步，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而创造这一历史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本书以大量史实为依据，再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前前后后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这一转折的内
容、性质和伟大意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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