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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15-1989）》

内容概要

由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的《胡耀邦(1915-1989大字版共3册)》共分三卷，记述了
胡耀邦同志从投身革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团中央工作
和地方工作，到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再到积极参与制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
部署，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去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胡耀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胡耀邦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改革贯穿现代化建
设的整个过程，展现出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魄力；胡耀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科技、教育、
文艺、新闻等各项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胡耀邦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纪，整顿党
的作风，坚定不移同不正之气和腐败现象作斗争⋯⋯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
生。学习胡耀邦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为我们继续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指
明了方向，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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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黎群，曾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曾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秘书主任兼**学联秘书长、*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严如平，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秘书、*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唐  非，曾任新华社记者、*国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
李公天，曾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党校教授兼《理论月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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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山乡少年
一、农耕之家
二、勤勉好学的九伢子
三、迎着星火走去
四、踏上革命征程
第二章 苏区的磨砺
一、活跃的“红小鬼”
二、蒙冤“AB 团”
三、渐露头角
四、告别红都
第三章 不怕远征难
一、带病行军
二、险过封锁线
三、遵义负伤
四、生死跋涉
五、踏上黄土地
第四章 陕北十年
一、走入毛泽东的视野
二、重返青年工作岗位
三、抗大深造
四、向毛泽东约稿
五、统战与斗争
六、年轻的总政组织部部长
七、七大的洗礼
第五章 戎马岁月（上）
一、踏入华北
二、纵队政委，初战集宁
三、千里驰骋，三战三捷
四、坚守保北
五、会战清风店
六、激战石家庄
七、庄疃大胜
八、“牵着笨牛的鼻子跑”
第六章 戎马岁月（下）
一、来到太原前线
二、造成强大的心理攻势
三、策动黄樵松起义
四、愿跟彭总学打仗
五、“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六、转战大西北
第七章 主政川北
一、从马上到马下
二、初临南充
三、“让人民有批评的自由”
四、肝胆相照
五、造就一大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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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剿匪、“镇反”严格掌握政策
七、“土改发展正常，甚慰”
八、“三反”“五反”在于改造社会，移风易俗
九、“恢复和发展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
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十一、尊重知识分子，发展文教事业
十二、奉调进京
第八章 青年战线上（上）
一、小伙子上台
二、独立开展活动，投入经济建设
三、“宣传教育工作是团 的工作的灵魂”
四、“扫 除窒息群众创造性的作风”
五、“勇于独创，办出特色”
六、“把少年儿童带领得勇敢活泼些”
七、有声有色的外事活动
第九章 青年战线上（下）
一、八大以后
二、保护 团干部
三、“跃进”中的 蹒跚
四、“穷年忧黎元”
五、严格自警自律
第十章 下放湘潭
一、请缨赴湘潭
二、少小离家老大回
三、四个“大抓”
四、立足在“帮”
五、“杭州会议”之后
六、胼手胝足下乡忙
七、不能忘记青少年
第十一章 主陕纠“左”
一、陕情堪忧
二、走马到职报陕情
三、纠偏带来转机
四、安康布政
五、“四条”闯祸
第二卷
第十二章 “文革”磨难
一、飞来横祸
二、改组之后
三、“牛棚”囚禁
四、“发配”黄湖
五、幽居的日子
第十三章 整顿科学院
一、再试身手
二、起草《汇报提纲》
三、苦心经营
四、又被打倒
第十四章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
一、“中兴伟业 人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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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停止“批邓”，揭批“四人帮”和康生
三、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
四、“十二级台风面前要挺住”
五、以实 践标准检验“文革”
六、创办《理论动态》
七、一个“阵地” 一个“模范”
第十五章 组织路线 的拨乱反正
一、组织部要办成“党员、干部之家”
二、敞开大门，热情接待来访
三、要恢复干部的工作权利
四、一个“干部师”走上四化前线
第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一、以“两个不管”抵制“两个凡是”
二、突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三、撤销“中央专案组”
四、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五、拉开改正“右派”的帷幕
六、“错了的都要改正”
七、刘少奇等案的平反
八、让阳光消融冻雪
第十七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推动
三、真理标准讨论向深入开展
四、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
第十八章 中央领导层的更新
一、中央工作会议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进入中央领导层
四、坚持集体领导
五、健全各级领导班子
六、努力推进新老交替
第十九章 理论工作务虚 会
一、贯彻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
二、突破禁区，直指“左”倾错误
三、敞开思想，深入探讨重大理论问题
四、推动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
五、“四个坚持”
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入和“补课”
第二十章 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
一、“回避不了的大事情”
二、“把功绩说够，把错误说透”
三、起草历史决议
四、揭示三十年历史
第二十一章 十二大开创新局面
一、十二大的主题
二、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三、坚持改革开放
四、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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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批新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二章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适用了”
二、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
三、知识分子的知己
四、为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不能含糊
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六、期盼国共第三次合作
第二十三章 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创作
一、办好“服务站”
二、总结经验，拨乱反正
三、繁荣创作要排除“左”的障碍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一、排除“左”的干扰 反对封建残余
二、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第三卷
第二十五章 端正党风 加强党纪
一、为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制定法规
二、党纪教育是纪委的职责
三、反对干部特殊化
四、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五、率先垂范
第二十六章 五个“一号文件”
一、“把政策搞对头，农民才有积极性”
二、安徽、四川 两省的生产责任制实践
三、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四、给包产到户 的农民吃定心丸
五、稳定和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
六、发展商品生产，农民才能富起来
七、促进农业结构改革，把农村经济搞活
八、深化农业经济改革
第二十七章 想方设法让农民富起来
一、放开眼界搞农业
二、“田土山水要万紫千红”
三、多种经营促进粮食生产
四、让千家万户自己作 主
五、民富国强是最大的政治
六、对乡镇企业要“放水养鱼”
第二十八章 开发西部
一、来自实践的 战略构想
二、探求西部贫穷的根由
三、“反弹琵琶”实现生态良性循环
四、畜牧业要大发展
五、“靠山吃山”多种经营
六、实地考察西藏
七、“再认识”西藏
八、倡导深入实际新风
第二十九章 全面整党

Page 7



《胡耀邦（1915-1989）》

一、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整党方针
二、分三期 的重点各有不同
三、统一思想着重于解决现在的问题
四、向不正之风开火
五、坚决而慎重地清除“三种人”
第三十章 对外关系
一、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二、理性认识美国
三、推进中日友好
四、与各国友好合作
五、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而努力
六、倡导新的外交风格
第三十一章 全面改革
一、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
二、“生产目的”讨论
三、推动经济体制 改革
四、各方面 的改革逐步展开
五、改革要从一件件实事做起
第三十二章 精神文明建设
一、抓文明礼貌
二、亿万群众的大事
三、十二大的阐述
四、主持起草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
第三十三章 政治体制 改革
一、“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
二、改革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三、从执政党自身做起
第三十四章 最后岁月
一、辞去总书记职务
二、读书
三、心系民富国强
四、诗词吐心声
五、“党群应是鱼水”
第三十五章 与世长辞
一、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梗
二、举国同悲
三、十里长街送亲人
四、青山绿水伴忠魂
附一 :胡耀邦生平大事纪年
附二：本书征引和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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