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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2年1月11日&mdash;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ldquo;七千人大
会&rdquo;。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我酝酿了很久，看了不少材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七千人大会距今已经四十多年。
这四十多年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四十多年前人们关注的很多事情，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四十多年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着急、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
那时候，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都极其紧张。
再有几天就要断粮了！
这样的报告不断地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急得周恩来寝食难安。
堂堂一个大国总理，其主要精力应是考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但是当时的总理，每次找人谈话
，几乎谈的都是粮食问题，被人送了一个苦涩的雅号：&ldquo;粮食调度总指挥&rdquo;。
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更是火上房一般的着急，急得他给各省市负责人抱拳作揖：&ldquo;求求大家救救
京、津、沪。
&rdquo;　　如今的粮食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人们不但已经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现
在的孩子已经不懂什么粗粮细粮了），而且还要讲究粗细搭配，讲究营养，讲究饮食结构。
曾经长期因为粮食不足而愁苦的中国人，一下子温饱不愁了，吃不上饭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历史，渐
渐地远去了。
这恐怕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
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李先念说：据我看，粮食就是长期不大那么够。
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
他说：哪一天一颗粮食也不需要进口了，我们这个共产党就算是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化了。
　　如今，中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达到了小康水平。
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
那时候，棉花极缺，每人每年几尺布，人们穿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如今，我们不但满足了13亿人的穿衣问题，还成了纺织品最大出口国。
我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府的严重关注，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时候，中央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但是缺少煤。
煤就像工业的&ldquo;粮食&rdquo;，没有煤一切都无从谈起，发不了电，采不了矿，炼不了钢。
有了煤呢，又很难运出来，因为公路、铁路跟不上，运输的车辆也跟不上。
如今我们的采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大量的煤正在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
　　那时候，把炼钢看作是头等大事。
钢铁就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我们能干什么？
毛泽东说：&ldquo;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rdquo;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
为了告别农业社会，为了实现工业化，人们的注意力盯在了炼钢上。
只有钢的产量上去了，我们的工业才能迅速发展。
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
当时的人们为了找铁炼钢，把全国的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不少人甚至捐出了自家的锅。
尽管如此，钢的产量很难超过1000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土钢，根本不能用，为此全国人民吃尽
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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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的中国，钢的产量高达3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早已实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梦想。
　　那时候中央开会，讨论的就是今年能生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生产多少万担，能完成多少万吨钢
的任务、多少亿吨煤的指标等等。
今天的中央开会，经常讨论的则是如何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使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如何提高人
们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的是产品，要啥没啥，仓库几乎是空的。
而今的中国，是买方市场，要啥有啥，怕的是你不买东西！
　　要啥没啥，那就是中国的过去。
我们的前辈就奋斗在那个年代。
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甚至鲜血，来探索、建设着中国。
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误。
成功，带来的是喜悦和辉煌；失误，带来的则是苦难与悲伤。
成功和失误，他们是一对双生子，结伴而行，其中又有多少酸甜苦辣。
　　今天，当我们翻开4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有痛心疾首，也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更有许多感
慨在心中回荡。
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谁能保证过去的错误，今天不再重复；又有谁能保证我们果真继承了过去一切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一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展。
&ldquo;大跃进&rdquo;运动，试图用几年时间就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
而发生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大会是为总结&ldquo;大跃进&rdquo;的经验教训，是为使人们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一个大会，可以
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
透过这个大会，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
　　从会议本身的情况来看，它有着许多的特点：　　会议规模迄今为止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
集了7000多人，前后持续28天；　　它是中央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　　它
是让大家发牢骚、提意见、&ldquo;出气&rdquo;的大会；　　它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纠
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大会；　　它也是中共领袖在认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悄然产生分歧的一
个大会；　　它还是一个复杂的、至今仍有争议的大会。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的
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
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深人地梳理，细致地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时人们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　　&ldquo;这个会开得好。
&rdquo;（当时的毛泽东语）　　&ldquo;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rdquo;　　&ldquo;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
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
有人比方为&lsquo;七大&rsquo;，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
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rdquo;　　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ldquo;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
误讲得严重了一些。
&rdquo;这里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了。
　　30年后，邓小平说：&ldquo;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
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
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rdquo;　　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七千人大会&ldquo;初步总结了&lsquo;大跃进&rsquo;中的
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rdquo;。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ldquo;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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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
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rdquo;　　当然，除了对大会的积极评价，也有学者指出：大会仍然在原则上肯定了&ldquo;三面红
旗&rdquo;，没有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ldquo;大跃进&rdquo;的错误；大会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
题上与刘少奇等人由思想分歧走上对立的重要关节；这次会议是后来历史悲剧的发端、是&ldquo;文
革&rdquo;的起因等等。
　　我想仅从这些角度，便足够我们重视、研究和介绍七千人大会了。
　　总起来看，对七千人大会肯定多于批评。
在肯定中有批评，在批评中有肯定。
　　我以为除前面谈到的七千人大会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提出。
　　我的看法是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后者是对10年&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总结，七千人大会则是对13年&ldquo;大跃进&rdquo;运动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
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
从大会进行的情况来看，都是思想比较活跃，气氛比较民主。
会上，新的想法、新的动议不断产生，许多中央领导的讲话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而是即席
发言。
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思想更解放，对&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错误认
识更深刻、更彻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这次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积极
影响也就更深远。
七千人大会则是在肯定&ldquo;三面红旗&rdquo;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进行总结的，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
就很难彻底。
尽管如此，七千人大会还是突破了不少框框，与会者几乎是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很多问题
，讲了很多平时不敢讲的话，会后出现了思想解放，全方位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遗憾的是，也就是因为七千人大会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否定，所以半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又重新转向，遭
受曲折。
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深人观察七千人大会前后左右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次大会的前4年
是&ldquo;大跃进&rdquo;的开始，它的后4年是&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
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
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今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认真发掘材料，进行理性的梳理与研究。
　　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已经作古
，即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
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
这大概也就是多少年来，很少有人详细介绍、展现七千人大会的原故吧！
　　尽管如此，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ldquo;
大跃进&rdquo;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
，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当然，我所追求的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带出个人的情感，尽管他们力求客观，但还是会受这样那样的影
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或许您并不满意我的叙述与观点，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相互讨论，听取批评意见，更大限度地
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张素华　　2005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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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会的起因，在于党想通过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极端困难局面；大会开始后，一
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却改变了会议的日程和主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轻松的民主氛围，
曾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敏感话题
；大会过后，出现了1962年春夏的新局面，但半年之后，局势再变，1962年秋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
。
有人认为，由“七千人大会”产生的分歧，也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远因。
本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
、经过以及曲折的全过程，上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的变化，下至各省委、县
委负责人的心态，都有详细分析。
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史料价值，也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这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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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
那时候，棉花极缺，每人每年几尺布，人们穿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如今，我们不但满足了13亿人的穿衣问题，还成了纺织品最大出口国。
我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府的严重关注，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时候，中央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但是缺少煤。
煤就像工业的&ldquo;粮食&rdquo;，没有煤一切都无从谈起，发不了电，采不了矿，炼不了钢。
有了煤呢，又很难运出来，因为公路、铁路跟不上，运输的车辆也跟不上。
如今我们的采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大量的煤正在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
　　那时候，把炼钢看作是头等大事。
钢铁就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我们能干什么？
毛泽东说：&ldquo;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rdquo;②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
为了告别农业社会，为了实现工业化，人们的注意力盯在了炼钢上。
只有钢的产量上去了，我们的工业才能迅速发展。
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
当时的人们为了找铁炼钢，把全国的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不少人甚至捐出了自家的锅。
尽管如此，钢的产量很难超过1000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土钢，根本不能用，为此全国人民吃尽
了苦头。
而今的中国，钢的产量高达3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早已实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梦想。
　　那时候中央开会，讨论的就是今年能生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生产多少万担，能完成多少万吨钢
的任务、多少亿吨煤的指标等等。
今天的中央开会，经常讨论的则是如何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使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如何提高人
们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的是产品，要啥没啥，仓库几乎是空的。
而今的中国，是买方市场，要啥有啥，怕的是你不买东西！
　　要啥没啥，那就是中国的过去。
我们的前辈就奋斗在那个年代。
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甚至鲜血，来探索、建设着中国。
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误。
成功，带来的是喜悦和辉煌；失误，带来的则是苦难与悲伤。
成功和失误，他们是一对双生子，结伴而行，其中又有多少酸甜苦辣。
　　今天，当我们翻开4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有痛心疾首，也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更有许多感
慨在心中回荡。
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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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统观全局，立论精确，描写生动，尤以对材料细致入微的分析见长，是
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思想的一本优秀读物。
　　2010年，入选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ldquo;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rdquo;；　　2008年，
入选中国出版集团&ldquo;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rdquo;；　　2007年，团中央第9
届&ldquo;五个一工程&rdquo;优秀作品奖；　　2007年，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ldquo;首届社科双优
特别推荐图书&rdquo;；　　2006年，《中华图书报》百佳图书排名之第18位；　　2006年，《中国青
年报》评选年度最有影响的8本图书之一；　　200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营销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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