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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内容概要

此书是邵先生到1958年的自传，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着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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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作者简介

邵燕祥，中国的杂文大家，思想深邃，文笔老辣，有当代鲁迅之称，文学界、思想界上人人皆知的人
物，有一定量的固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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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泛读一遍。行文有过于啰嗦处，但有些细节的回忆有助理解那个时代。作者从一个忠实地信仰共
产主义，信仰毛泽东的共产党员，最终反而被打成右派，有点始料不及，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难道
连自己人都分不清楚吗？从绝对的“信”，到经过患难思考，而到“疑”，这是作者的进步。
2、沈从文晚年常自语：我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杨绛删删剪剪，只留下可说的。回忆录里，我
最喜欢王鼎钧的坦诚，这一部，同样诚实。我想了解那些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3、一部个人的心灵自传史 属民间记忆的范畴 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多有披露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4、 那个时代怎么回顾都不嫌过分⋯⋯
5、  请问这本书是不是邵燕祥先生以前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别了，毛ZD》？这个版本删节
内容多吗?
6、疯狂年代所暴露的人性，虽然理解，仍然心惊。
7、此书有点危险
8、算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前传，同属作者的回忆录。但是中间没有1959年，只在《帽子》一书
中简单回顾了59年。本书似为牛津那本《别了》的书的大陆版，可能所改动吧。20160816-0825,简单翻
翻，回顾自己1958年前的经历（偶有一些涉及之后的事情），1957年写得较多，可以读读的一本书。
不知道这本书和《帽子》会不会一直有得卖。
9、1945-1958的自传，追求进步崇毛贬蒋的学生时代，斯否所有政党离开政治舞台，一步一步孤立抛
弃资右已内定，48年高一跟风批铁托，胡风也开始批了，对胡适由敬到讽，入中法大学后转华北大学6
月去广播电台。50年朝战多诗，51年三大运动未触及首出诗集；52年土改两月农协贫协一阵风，干部
三反工商五反；53年悼斯入党；54年北京东北两头跑采访工矿；55年批胡适胡风梁漱溟梁思成工业组
约会谢文秀；56年三门峡过年和帮闲诗作和苏解冻文学和反官僚埋下祸根；57年6月反右开始，王明教
条周经验，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两类矛盾界定标准，4月随徐铸成访苏40多天，10月后被审查；58
年2月定为右派四罪攻击人否成绩唆使人有不满，之后夫妻两人开始不断迁徙的20多年。本书附录妻子
的一份回忆文章简述了几十年的生活和艰辛。
10、老先生的自传，本意是从个人史折射大历史。只是，一部厚书，有价值的自身经历没多少，感想
感慨乃至牢骚成为大部头。如今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价值，但整体并无多大创见。反而附录的一篇邵
夫人回忆录更好。
11、在目下的出版环境下，作家社还能出版这样的回忆作品，本身也是个不小的奇迹了，值得称赞！
12、值得一读
13、邵先生写到1958年的回忆录，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和那个时代。活在时间里的人啊，请你作证，
为正义，为善良，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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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高岗其人和他的案件扑朔迷离

        说到底，关于高饶一案，当时主要在党内处理，党内通报，公开的只是关于党代表会议的“正面
报道”，配发一篇社论，不了解内情的，看不出什么道道，也就翻过去了。 1955 年春夏之交，潘汉年
一案根本就不见报。报纸广播上热火朝天的是对胡风的揭露和批判。其实，高饶一案，若说有意义，
不在于具体地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与在党外
出现一个胡风反党集团“相映成趣”（当然，所谓胡风集团很快定性为反革命了，反革命云云，经过
肃反，我们是熟悉的）；过去只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读到过，苏共党内是接二连三地出
“反党联盟”的。中国要向苏共学习，现在人家有的，我们这里也有了。不过，什么叫“反党”，学
习联共党史时没弄明白，现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也还是没弄明白。“反党”这个既用于党外人
士（如胡风等），又用于党内成员（如高饶）的范畴界定不清，含义混沌，是一个原因；而我当时也
无意于弄清，以为这都是党内上层或知名人物才会遇到的罪名，与我无关。殊不知有朝一日这样的帽
子也会扣到自己头上来。

2、《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8:诗和文学不再是现实以外的栖居

        吴小如不忘在师友面前对我加以揄扬。他向沈从文引荐了我。我在某个冬日向晚持吴小如信到中
老胡同，与大我近三十岁的沈从文作了一次平等的谈话。谈话是在设定北平即将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
氛围里，我天真地提起解放区文学，忘记了是否提到丁玲，却肯定说到了赵树理。沈从文很平和地听
了我的宣传，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是“群”的，意即以集体为本位的。而他在谈到文学修养时，强调
要好好读三曹的作品，这是他的体会，又是对我的期望吧，我当时没有听懂，后来也没认真照办，有
负于教诲的深意。又过了三十多年，我已经比他接见我时的年纪还大了，因他去世，写了一首挽诗，
开头说：“少年歆羡沈从文，长记灯前笑语温。”那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样一个从自称顽童经历
了苦苦的漂泊苦读和苦写的大家，看得那么多，想得那么透，几个月后却一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3、《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0：用笔跟踪进军的步伐，跟踪“武器的批判”

        许多年后，毛泽东高级随员、译员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披露，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几次想对斯
大林一吐积郁，说说当年在国内的中央苏区受排挤、被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讥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而有苦无处诉的旧事，却总是没有机会，或者开个头就被打断了。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
的，不能谴责胜利者。”他认为毛泽东已经胜利，就足以证明其正确，这就够了，而斯大林是在更大
范围内的胜利者，他是不想反思过去的，不愿重提那话题。两个大人物互相摸不透彼此的心思。这一
些，我们当时自然全都不知道；只知道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1950年2月14日，
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
定，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等。在周恩来参与谈判之前，斯大林和毛泽东首次会见时就谈到过这些问
题。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目前的状况对中国有利：苏联在旅顺口驻军，可以增
强我们抵御侵略的力量；中长铁路可以给中国培养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斯大林说，撤军不意味着不
援助中国。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有
些难堪。苏军撤回，我们在国际上就是赢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没办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办到了。条约赋予了苏军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只要中国政
府请求我们撤军，我们就撤，或者根据中国的要求，留驻两年、五年、十年都可以。只是不要给人造
成我们从中国逃跑的印象。从斯大林这番内部交心的话，看得出他真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战略战
术以至策略玩得烂熟，手里处理两国关系，眼睛盯着国际影响。让人想起两年以后，他在苏共十九次
代表大会上讲的，一定要把“和平”的旗帜和“民主”的旗帜抓在手里，可见虽到晚年也没有糊涂，
不至于蠢到把和平、民主等等一股脑儿都贬为资产阶级的货色。这就使他很能蒙蔽天真善良的人们于
一时，在1953年传来他逝世的消息时，千百万中国的听众为之哀痛逾恒，不是装出来的。

Page 7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4、《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说当时《北平日报》的编者对共产党的一套语言和成规隔膜，其实我也一样。我按老北京的说法
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但我却根本不懂得党在宣传、组织工作上的游戏规则。我跟随从中学到大
学的同学、同属新诗社的魏绍嵘，到按院胡同十号，去参加一份文学杂志的筹备会，主其事者是诗人
青勃，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关系多，有一位朋友愿意资助；那天与会的，还有当时在军管会工作
的侯民泽（笔名敏泽）等。也亏得当时这件事没有办成，而且刚进城，百事待理，上报到军管会不予
批准就算了，若搁在50年代追查胡风分子之时，或是反右派斗争打击办“同仁刊物”的节骨眼儿上，
这无疑都构成反党的罪名。不过，我们这些人还是在劫难逃，虽没有因这次办民间文学刊物的动议而
罹祸，却都还是没逃过反右和文革的文网。而我少年时代的诗友、兄长魏绍嵘，竟在文革中被迫自杀
，一部遗稿佚失，多半是销毁了。直到80年代中，他死了十几年，他的妻子犹有余悸，噤若寒蝉（关
于他的死，我编的《旧信重温》中收有广州部队诗人柯原答我的长信，可供参看）。

5、《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不知几时起，法律的概念消失了，政策高于一切。毛泽东的言论，就如所有政策性文件一样，让
你学习，就是叫你去“领会”，然后去执行，不是一般地执行，而是“贯彻执行”。林彪说：“毛主
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批判林彪的时候，说他这是阿谀之词，居心叵测，其实，这
不能算林彪的发明，他也没有过甚其词或哗众取宠，他不过是把当时党内党外政治生活中的定局和公
例表述出来，早已不止是政治心理，而是政治实践。有谁说过毛泽东的话不等于真理？那不是反动言
论吗？如果毛泽东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他指定林彪作接班人，就写进党章宪法，没人
说个不字？《论人民民主专政》篇首注明 1949 年 6 月 30 日，一般应理解为写定的日期。以毛泽东之
捷才，一挥而就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虽属急就，却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如果在 6 月 30 日倚马
而成， 7 月 1 日即已见报，其间缺少了一个交由政治局传阅讨论的程序，不知然否。看来，其他政治
局委员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事前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或授权的，毛泽东似可例外。这篇
大文章，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提交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新政权的纲领性基础。

6、《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1949 年 6 月 1 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 3 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的一名见习编
辑。是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干部科长陈竞寰和电台总编室秘书白金，从招待所把我们接来，并安
排在德胜门内麻花胡同宿舍住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处长廖承志，为国民
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作为张国焘部下的遭遇，但听说他在国民党狱中，
打过狱吏的耳光。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看过他的大幅漫画，丑化宋美龄为半掩门的卖笑女子
，想不到出自我们尊敬的大“首长”手笔。“首长”云云，我是来到这个单位以后，从解放区来的“
通讯员”（即勤务员）嘴里初次听到的，耳生，不习惯，就如听“首长”们口中把这些通讯员叫“小
鬼”一样。这个首长没架子，因为有一回，我看见他跟一群年轻人逗着玩，能一只手同时擎起几只梨
，当然不是用手掌，而是手指头。不过他很忙，不大能见到他，果然不久就另有任用了（政务院华侨
事务委员会主任）。再也看不到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他竟为此挨了周恩来的批评，可能就是那一
幅有关宋美龄的，大约是说把政治问题庸俗化吧。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他在母亲何香凝的画作上偶然凑
趣加上几笔，那都是雅人深致，不再有出格的讽刺了。

7、《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从革命到反革命，“只在人情反复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部有用的书，可以视作毛泽东建国初期公开性的政治言行的档案，又
可以视作毛泽东把历史和若干当代历史人物玩之于股掌之上的记录。其中也有关于潘汉年的一笔，不
过语焉不详，只是把他和他的地下工作战友扬帆并列为“潘扬反党联盟”。近年不断有人提到，扬帆
在新四军时，曾经通过项英致电延安，反映他战前在上海了解到的江青情况，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密切
关系表示担心；并说后来扬帆在莫斯科邂逅江青，江青了解了他的去向，似在暗示江青落井下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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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私怨。我以为，潘扬一案，关键不在这里，扬帆成为同案，属于习惯的株连，且此次株连的远不止
扬帆一人。因为潘汉年还曾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的有力助手，可能也不无敲打周恩来的弦外之音。潘
案发生后，现已看到的材料，说李克农就讲过潘“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的公道话，这在当时实
属难得；而周恩来却未发言，想是形格势禁，且身份攸关，发言无补，反倒坏事，不发言或比发言好
吧。

8、《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7：整风可以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

        在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教学中，总是讳言权力斗争，讳言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与权力斗争不可分的。
似乎讲路线斗争必然是出于公心，而一讲权力斗争则就是争权夺利。其实在中共历史上，能够提出一
条路线并付诸实践的，非掌握党内领导权或可能掌握领导权的人莫属。掌权的领导人没有不认为自己
是代表正确路线、执行正确路线的。他们很可能是经过党内斗争，从被称为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手
里接管了权力，那失败下台的领导者便要对自己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在新的一轮党内斗争中，仍然重
复这样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最后归结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正确路线的代表取得或保
持权力，错误路线代表则失去权力，乃至遭到清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共产党向国民党夺权，是要
夺取执政权，以贯彻自己的路线。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斗争双方都以自己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
表，自己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是惟一正确的，必须通过斗争，取得党内的最高权力，而排除相对
一方也就是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党沿着正确路线前进。从这个意义上阐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
权便失去一切”，阐释在党外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以“夺权”为第一要义，不是顺理成
章，理直气壮的吗？那又何必讳言路线斗争归根结底是权力斗争呢？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读党史，都
知道延安整风为共产党打赢内战夺取全国政权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准备。现在要搞社会
主义革命，光是经济战线上剥夺了资本家、农民、手工业者，出乎意料地顺利，虽也锣鼓喧天，却仍
不大过瘾。且没有打煞民主党派、教授等知识分子这批资产阶级的最后代表，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派
的气焰，看来需要补上一课——再搞一次整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经济战线，而且包括政治战
线思想战线的全面胜利。

9、《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我在育英的时候，就听说傅作义有一个儿子也在那里读高中，据说不显山不露水，很“本分”，
少言谈。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他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办公桌上经常放着毛泽东的著作，他不像
旁人那样，喝茶看报聊天，他一有空就捧起毛著来读。不知道这说法有没有夸张，看来倒符合他一贯
的性格，未必是有意地韬光养晦，可能从小家教较严，再就是从心底畏服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傅作
义出身行伍，但绝非跋扈莽汉，五原誓师，抗日将领，谁也不敢等闲视之。内战胜败未见分晓之时，
他致电毛泽东称“润之先生”，毛则称他“宜生将军”，还有平起平坐之概。1949年“十一”以后，
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据我听到的闾巷传说，他这个部长还不算完全有职无权的，也许
是他与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工作关系融洽，没有发生某些（共产）党外人士和（共产）党员干部间难免
发生的分歧和矛盾，或是双方对分歧和矛盾处理较好。1957年一些党外人士打成右派，有的是发表了
不中听的政治性言论，有的则是因为对“有职无权”的现状不满；固然不排除有人官欲强，想争权，
但也有人是不愿尸位素餐，希望发挥才智，但也还是因为对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
这一政权所可能赋予党外人士的实际地位和权限抱有幻想，失之天真。而傅作义大约没发过这方面的
牢骚，不过，傅作义为什么幸免于反右之难，只是缘于他发言谨慎，还是当局另有什么考虑，我们就
不得而知。只听说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刘瑶章划了右派，我们北平市民知道，刘是旧政权最后一任北平
市长，他之来水利部，该是傅作义推荐的吧。宦海浮沉，本是世态之常，当事人的苦乐，也无须我们
局外人操心，所以每过西单，想起傅作义的住宅在他身后分配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寨支书陈永贵（
后来陈永贵体面下台就迁往木樨地“部长楼”，原址不知又换了谁家，抑或落到了开发商手里），总
不免联想到白居易诗中的“请看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傅作义终老是统战对象，而他的部属恐怕就
浮少沉多。我有个右派同学，1958年后长期在一个劳改工厂干活，他们那里除了被判“劳（动）教（
养）”的右派分子外，还有两部分人：一是各类刑事犯服刑期满后留厂就业的；二是原先傅作义起义
部队的中下级干部。这方面的情况傅作义不会全无了解，但不知他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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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华北大学：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文革以后，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回顾过去的年纪，满身伤疤，痛定思痛，于是纷纷向前辈的老延
安发问：当初，我们还少不更事的时候，你们已经经历了整风、审干，或如当时巧立名目叫作“抢救
失足者”实为陷害好人的运动，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说一说，哪怕是点到为止的“打招呼”，让我们
也对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有一个必要的精神准备，不至于碰上政治运动的风浪遮天盖地而来，不知
所措，进退失据，乃至自投罗网呢？你们出于什么动机，对这也曾使你们惊心动魄、莫知所从的飞来
横祸讳莫如深？你们在50、60年代，还并没有老到失忆痴呆，你们虽也同样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出版
自由的环境里，但那时朋友之间、师生之间，还是可以说些悄悄话的，为什么你们甚至对自己的子女
也守口如瓶？你们对因泄露革命圣地阴暗面而祸从口出的恐惧，竟会压倒了你们对同样的悲剧重演所
应有的恐惧吗？你们在向我们作关于延安整风的“正面宣传”时，你们心中就没有掠过一丝阴暗的旧
影：那关于边区“特务如毛”的恫吓，那“坦白从宽”可以吃面条的指供诱供，那“保安处”夜半传
出的同志的哀号？

11、《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8：开除党籍，以及关于“政治生命”的思考

        处分决定终于跟我见面了。《关于右派分子邵燕祥的处分决定》中所列“主要右派罪行”如下：1.
在文艺创作上积极实践资产阶级的路线。在整风运动前的一年多时间中，搜罗和利用机关内外的所谓
“阴暗面”材料，以反官僚主义为幌子，采用歪曲、夸大的手法，写成了二十多篇从许多方面攻击新
社会的诗和文章，一部分已发表的作品产生了很坏的效果。在一系列作品中，恶意攻击老干部，认为
老干部蜕化是一个规律，他把老干部描写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势力，丑化他们为“磨道驴”，“灵魂锈
损”，“冷漠无情”的人；而把自己和未经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标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煽动青
年和老干部对立。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继续写恶意攻击老干部的作品，写了《橡皮之歌》《磨光的五
戈比》（已送报刊，未发表）、《记者之歌》等诗和一些墙报稿，把领导比做磨损群众积极性的“橡
皮墙”，比做争待遇、争地位的自以为价值连城实际上价值不大的“磨光的五戈比”。2.不同意把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估计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整风鸣放会上说：“有人想拿出几点成
绩来堵住群众的嘴，但又拿不出来”，表示不信任局、台领导和党的组织，认为编委会不但没领导，
反而限制或挫折群众积极性，“对编委会布置的工作可以不执行”，对上级党委和中宣部也没有信心
，还提出“干部可以自由离开电台”的主张，觉得“当党员更痛苦”。3.1956年底，读了林希翎寄给
他的向党进攻的所谓《控诉书》后，对林深表同情，立即复信表示支持，要林“不要被横暴挫折信念
”，唆使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4.1957年5月初从苏联访问回来后，说“赫鲁晓夫有些毛糙”，说
“苏联人的确有许多生硬僵化的地方”，说“苏联人社会道德不好”，并暗示苏联有些人对中国不信
任。据本人在斗争中交代，在苏共20大以后，就“对党失去信念，对苏联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暗影”，
认为“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要重新估价”，向人表示“称托洛茨基等人为匪帮，是否过火？”匈牙利事
件对他思想的震动更大，对社会主义制度感到“失望、丧气”。我毫不迟疑地在那份打印稿上签了字
。我压根儿没产生讨价还价的念头。此刻已是1958年2月，许多走在前面的单位曾有消息传来，个别拒
不认罪的右派分子，遭到了从严处理。据说新疆台一位台长，拒绝在缕述他“右派言行”的材料上签
字，本来算是一般右派分子的，就升级为“极右（派）分子”了。还有些在反右高潮中一揽子全包下
来的斗争对象，后来“省”过味儿来，有所申辩，就作为“妄图翻案”处理，从重处分。这些先例不
能说对我毫无影响，当时不可能串连，这些消息也许是有意传播给我辈，“以儆效尤”的。这作用于
我本性中的趋利避害心理，不想再节外生枝，反增不快，业已沦落至此，一时翻案无望，就不必在“
罪”大“罪”小，处分轻重上斤斤计较，于事无补，反落个“态度恶劣”。当时心理如此，倒并不是
有意识地“装死躺下”（这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权威按语中所斥的反革命“策略”）
。

12、《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7：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在周扬谈话之前或之后，我和王蒙见过一次面，是在真武庙我家，还是小绒线胡同他家，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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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早在年初，党的高层会议上就印发了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说原题是《组织部来了
个年轻人》），他一直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风浪颠簸之中，这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俗语，我也铭记了半个
世纪，他说：“早剃头，早凉快。”现在回头看，他一则大概对“揉搓”人的文学—政治悬案感到腻
烦了，二则对不可逆料的结局有了“豁”出去的精神准备。印证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明达的态度，
尽管剃头的早晚，往往无法自行选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被“剃头”势属必
然——“闻道头堪剃，无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那还是套用张爱玲“出名要趁早
”的话，“剃头要趁早”的好。连饱经沧桑的萧乾都庆幸自己在反右时倒下，如果反右中“蒙混过关
”，继续工作，会再积累更多的罪状，到文革时多半连命也保不住。还有些反右时比较顺利过关的人
，到了文革，受到冲击，难以承受，有的便自杀了。再说，一个人年轻时遭些磨难，无论精神上还是
肉体上的折磨，总比上年纪的人耐力大些，我们下去劳改时，正当二十多岁，尽管也吃力，有的挺不
住，“非正常死亡”了，但总的看来，还是比当时的中年和老年人活下来的多。⋯⋯讨论这样的话题
，自然是以必然挨整为前提的，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免于挨整，则寄希望于能够虽挨
整而获苟全），“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较早挨整和晚挨整的优劣得失），仿佛笑谈，这是为奴隶者
的笑谈，味实辛酸，也是为奴隶者的辛酸。这是中国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13、《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8：十三陵工地上的劳动第一课

        现在人们说起毛泽东与个人崇拜，经常引用毛70年代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的，“个
人崇拜还要有一点儿”。其实那已是后话。早在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就论证过：“个人崇
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对马、恩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
，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接他的话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
员、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
许多年后，我听到这话，还大感骇异，疑是有人造谣，因为差不多同样的话，好像是蒋介石手下的什
么人说过。虽说柯庆施不过是炒冷饭而已，但他若不是在文革前死去，那么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轰
轰烈烈之中，必定会派给他一个重要的角色。柯庆施这个人，我是直到1957年底或1958年初才听说的
，《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署名柯庆施的长文，标题也长，开头是“乘风破浪”什么的（
后面好像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云云），原是他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在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后来知道，这份报告毛很欣赏，并加修改，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也是遵毛之
旨。同样待遇的，在那之后不久，只有一个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两文都是反右派斗
争的总结，并且号召在这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获全胜的形势下，继续革命，大干
一场，推进什么新高潮云云，应该说其中渗透了毛泽东思想。传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想以柯庆
施取代周恩来为总理，当然也是看中了柯善于领会自己的意图（现在人们常常用“善解人意”来描摹
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其实不合古来的惯例，这个成语，过去一般是形容少女伶俐，或逢迎主子的
妾妇之道，甚至是描写妓女仰承嫖客鼻息的）。

14、《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对“二梁”的公开批判为批“二胡”让路

        毛泽东后来说，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现在回过头看，在毛泽东时代要打倒一个人
，要“搞臭”一个人，也是要先造成舆论。要在建筑学界推翻梁思成的权威，恐怕不是很容易，但在
一般人即使是一般知识分子里面，说三道四就不是不起作用的了。我记得那时候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梁
思成的议论。如说他其实也没设计过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在国外参加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但那不是
独力完成的呀；又说在国内，他只设计过“仁立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知道是不是王府井大街北段
路西那个三层楼；再就是50年代初期给民族学院作的设计，一个个小灰楼，加上琉璃瓦顶，像小庙似
的⋯⋯我不大相信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的实绩就这么不值一哂，不过我也没有调查研究，因此没有发
言权。只记得，当时给梁思成扣的一顶帽子，好像是“复古主义”。又记得，当时听传达，刘少奇说
，可以给梁思成批一笔经费，划一块没人烟的山沟，让他按他的设计去建筑，也不知是一时的调侃，
还是严肃的建议，反正后来没这么办。1951年或1952年，在《新观察》杂志上读到梁思成一篇文章，
设想在北京的城墙上面建设一个环城公园，还画了图，图文并茂，令人向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
得之”，我小时候登上城墙摘过酸枣，怎么就没想城墙上可以种草种花呢。我知道梁思成在北京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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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担任着什么职务，市委市政府就在电台的东邻，我想，梁思成是民主教授，一定得到北京市领导例
如彭真的尊重和信任，他的这个建议，也该不难通过吧。我却不知道，在那之前或同时，为了拆除北
京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门外五牌楼，还有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在北京市就发生过争论
。梁思成为一方，主张保留，反对拆除；而拆除派的理由很正当，这几座建筑位于交通要冲，随着车
流量的增大，已经明显地妨碍交通，且已发生多起车祸，因此势在必拆。那时候虽然还没提出“以人
为本”这个口号，但避免车祸总是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相形之下，保护文物之说就像是“见物不见
人”了。谁叫那时候举国上下都还没有保护民族和人类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呢。诗人艾青是见过
世面的，然而，他也写了一首诗，为拆除四牌楼叫好，诗题就叫《好》，刊登在《人民文学》月刊上
，不仅是对“建设”的激情，还有对革命的激情，使他赋予这个拆除行为以克服障碍、开拓通途的革
命意义。我们常说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在这里，表现的也不是诗人个人的情绪和见地，而是反映了
当时“怀新”而不怀旧的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这是主流，自然要压倒梁思成（或梁思成们）“抱残
守阙”的声音了。我当时更不知道，为了北京城墙存废的问题，梁思成那瘦弱的骨架经受了多大的压
力。北京市的领导疾言厉色地声称：“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共产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而且，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也发言表了态。自然，他是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

15、《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8:多事之秋，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

        党的干部除了在审干运动中写给组织看的自传以外，不作公开自己经历之想，这种自律，到文革
以后，终于打破。先是不幸去世者的亲属和战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寄托哀思，澄清功过，用历史事
实推倒不实之词；接着，有些生者也不能己于言，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自己的亲历和见闻了。以中共
高级干部为主写的这些回忆录或自传，自然不能同民间纪事相比，但毕竟也提供了官方正史所忽略的
某些个人视角和细节。例如文革以后出版了《陈毅诗词选》，关于陈毅生平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较详尽的记述，这在文革前都是很难想象的。陈毅曾经以自己的诗作向毛泽东请教，毛的回信后来发
表了，这封信很耐细读。元帅本色是诗人，但此举显得过于天真，远远不如周恩来的明智——周恩来
早年新旧体诗俱臻佳境，但他终其一生，在毛泽东面前绝不言诗，我们能读到周恩来的诗，不仅在他
逝世以后，更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了。

Page 12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