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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
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
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
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
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
形成情况。
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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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
江苏南通人。
1946年6月生于黑龙江佳木斯。
1970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保定农业研究所生产队劳动。
同年底入伍，先后在连队当战士，在师宣传科当新闻报道员，在军宣传处当理论干事。
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
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
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
1981年任陈云秘书。
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
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
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副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论文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书籍目录

一、引言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
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
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三、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三）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二）关于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关于叶剑
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稿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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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三中全会在公报
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认为这对于促进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报还提出，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我把真理标准讨论与民主集中制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说，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看似两回事，实际上相互
关联。
为什么要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就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凡是”的方针。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是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人说了算，在理论上讲是违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在政治上讲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
对“两个凡是”最早提出批评的是邓小平同志。
前面提到，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邓力群通过王震同志向邓小平反映
了不同意见。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汪东兴、李鑫去邓小平家，邓小平同志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
乎情理”的问题（这两条都是华国锋在3月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讲的——笔者注）。
5月24日，他与王震、邓力群同志谈话时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不行，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都
没有说过“凡是”，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
以后，他又多次讲，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不能照抄照搬照转；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为了呼应邓小平，也为了批驳“两个凡是”，陈云同志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于1977年9月
在从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聂荣臻、徐向前等也纷纷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正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这些意见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有关讨论的情况，现在出的书和文章很多，这里只想补充一个情况。
“八九风波”之后，有一个跑到海外去的人写书，说胡乔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讲了两件
事。
一件是讲，1978年6月20日胡乔木到胡耀邦家中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的，他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
即停止争论，（锂论动抖不能再出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
另一件是讲，有一次胡乔木在一个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他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
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分裂党中央。
现在，国内出版的书中也有这么写的。
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我不知道，事后也没听说过；第二件事我不在场，但知道确有其事。
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胡乔木同志当时确实有一个意见，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平稳”。
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意见对不对，第二是这个意见属于什么性质。
他讲“谁说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谁就是分裂中央”的那次会我没去，但会后很快就接到
了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对他这个话表示强烈不满，我听后也感到迷惑不解。
我把意见向他反映后，他解释说，这是针对前几天有人在公开场合说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
有不同意见而讲的。
但我觉得，即便如此，话也不该那么讲，因为广大群众并不清楚内幕，很容易误会这是针对反对“两
个凡是”的同志。
其实，胡乔木同志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而只是主张讲究讨论的方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他长期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深知对外维护中央领导团结形象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一向注意维护，担
心中央的分歧暴露出去，特别是暴露在外国人面前，会削弱中央的力量。
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对有组织地恰当地讨论这个问题，他不仅不反对，而且一
直是积极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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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
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
史是非及其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启动了农村
改革的新进程。
　　这之后的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
因此，人们比30 年前更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全过程。
　　作者当时的特殊职位（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
的秘书，又于1981—1985年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秘书）使其成为亲历者。
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披露了会议议题的变化、讨论细节和会议文件（关于农业发展问
题的决定稿、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全会公报稿、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
上的讲话稿）形成的若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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