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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本书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展开讲述，
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
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
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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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导正，山西定襄人。
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
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

    廖盖隆，广东信宜人，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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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
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
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
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
。
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
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　　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人谈了哪些内
容？
这次“进言”是如何引起的？
其效果如何？
　　1972年夏季，离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不到一年。
这位被中共“九大”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如此下场，使不少干部、知识分子都从“文革”初期的政治
狂热转为冷静沉思。
知识界的一些勤于思考的代表人物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虽然提出的问题不尽相
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尽快结束“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
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希望则是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本人申述意见。
这种申述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
　　为后来进言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是周世钊。
　　周世钊，字□元，1897年生于湖南省宁乡。
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曾一度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
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
因早年与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与能者”，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
毛泽东1961年所作的名篇《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就是周世钊。
　　1972年7月5日，周世钊因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重而由长沙进京。
王季范是毛主席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钊的老师和挚友。
7月11日，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故。
7月13日举行追悼会，郭沫若主持，出席的有周恩来、徐向前、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有胡愈之
、季方、谢扶民、杨东莼、黎锦熙、张国基、熊勤玎、李淑一等知识界代表。
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民主人士”这一称谓，致悼词的周世钊身份是近八年没有开过会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
　　虽然王季范与毛主席有特殊的关系，但这总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为一位非党的老知识分子举行
如此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又有相当一批老知识分子在追悼会上露面，这给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
线希望。
　　周世钊在参加了王季范的追悼会后留居北京，频繁地看望一些老朋友，其中有胡愈之、杨东莼、
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等，大家在一起议论国事，很为国家的前途忧患。
1972年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的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人谈了一晚，更形成了
要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言事的共识，并委托周世钊通过王海蓉联系。
　　进言的内容及酝酿　　周世钊在通过王海蓉进行联系的同时，将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过的内容形成
文字。
8月4日王海蓉电话询问周世钊，要她转呈毛泽东主席的信写好没有；8月5日周世钊写完信的初稿，并
认真地进行了修改。
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主席的信f杈全文见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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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概括了他与胡愈之等人多次议论的主要内容，信中提到的问题包括八个方面：　　将林彪集团中
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处以死刑；　　落实干部政策；　　解放知识分子；　　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
验教训；　　青年教育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 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
大学，还要恢复文科大学；　　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
读”的状况；　　受理群众申诉，健全法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提得相当尖锐。
周世钊在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些值得记述的故事。
　　例如，讨论中曾提过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问题。
当时中美关系的僵局虽已打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早已恢复，但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常常是
“以我划线”，强加于人，以致失掉了许多老朋友。
多年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楚图南对此特别痛心，在讨论中讲了很多意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对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的批评。
大家考虑到领导外交部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处境已十分艰难，为不给某些人以为难周
总理的口实，一致商定，上书中不提这一条。
　　在讨论教育和大学恢复招生问题时，提到年初以来，周培源在周总理授意下为理工科大学教育改
革发表的一些意见，大家为之振奋，感到有了希望。
但同时对在此前后毛泽东在“最新指示”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
要办”，很不理解。
一辈子从事文科教育的周世钊，在讨论中多次提及不仅要恢复理工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大学。
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甚至提出：“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
），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
”　　这里是明确主张要恢复研究生的招考了。
而且周世钊还提出：希望学有基础的青年“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文史名著”。
他说：“章学诚谓：六经皆史。
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
”他进而感慨地说：“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
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
”从中不难看出，周世钊在这里是以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对“文革”中的焚书、大规模地批判知识分子
的不正常做法提出忠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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