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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内容概要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两卷，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
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
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在书中，作者亲切回忆起自己自幼随父母频繁接触中共早期领导
人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等曾是“阎家老店”常客）的别样年少时光，回忆起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隐蔽战
线的无名英雄们毅然决然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从“哈外专”毕业后，在全总和中
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的非凡经历，其间亲
历国际共运的转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
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
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本书饱含了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拳拳
深情，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首次公开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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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作者简介

阎明复（1931— ），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战乱年月从小随父母不断迁徙。抗战时期
，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
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1967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
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会长、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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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书籍目录

阎明复回忆录（一）
我的少年
出生
家人
北平--我的出生地
南京趣事
重庆岁月
重庆村十七号
“阎家老店”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难忘的巴蜀小学
重庆大轰炸
“南开”往事
抗战，抗战，抗战！
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跋涉在回东北的旅途上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重庆
沿长江而下到上海
大海呀，大海！
从天津到东北
穿行在东北大地上
我的父亲阎宝航
代号“阎政”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怀念、肯定、召唤
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
我的大学岁月
短暂的团聚
东北大学
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学了两门课
不应该这样斗来斗去
哺育我成长的“哈外专”
刘亚楼校长
校长和老师
我的二哥
同窗岁月
见证历史：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
生活中新的一页
俄文翻译室：和苏联专家在一起
第一批苏联专家
第二批苏联专家
第三批苏联专家
新生力量
人民防空：苏联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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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氛围
首次出国
“友好列车”
中国工会访苏考察
结缘南斯拉夫
回访“标新立异”的南斯拉夫
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走一路辩论一路
访南印象
随领导人出访
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我见到斯大林
随赖若愚参加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陪李富春访苏
随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六国
全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
我所知道的李立三
赖若愚的遭遇
我在全总工作七年的体会：苏联专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贡献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
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我接了师哲的班
慈禧迎宾的“后殿”成了我们的办公地点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翻译组的工作
这里绝不是保险箱
1957：中苏蜜月
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伏老访华
苏共中的“反党集团”
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8：内外政策大转折，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发动“大跃进”，赶超英美
《和平和社会主义》杂志创刊会议
苏中联手批南
随陈云赴莫斯科参加“经互会”和“华约”首脑会议
头脑发热的年代
翻译组陆续编译：关于苏联的“赶超美国”
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炮打金门明显地给中苏关系投下了阴影
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
1959：中苏同盟裂痕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苏共二十一大，拟取消“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随朱德访问波兰、匈牙利两国
苏联单方面撕毁“核援助”协议
中印关系和西藏问题，苏联迫不及待地指责盟友，公开中苏分歧
赫鲁晓夫再次抨击人民公社，毛泽东反应强烈
中苏裂痕逐步加剧
阎明复回忆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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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回忆录
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续）
1960：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揭开了中苏两党争论的序幕
“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支持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和贝利绍娃事件
? ?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中共的突然袭击；“硬着头皮顶住！”
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
群众和历史将做出结论
一赴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
二赴莫斯科：二十六国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三赴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1：中苏关系的缓和与论战再起
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期
他要整阿尔巴尼亚，我们一直是反对的
我们翻译组的任务
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
中苏之间摩擦又起
1962：中苏论战“暗潮涌动”
拒绝中共中央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和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防止核扩散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起的恰恰是相反的作用
停止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赫鲁晓夫导演的一场场反华闹剧，把国际共运一步步推向无法挽回的分裂深渊
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1963：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演变为公开论战
他们挑起公开论战，“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毛主席决定发表双方信件，“将赫鲁晓夫一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  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
?  九次会谈：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寻求两党团结
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 1964：中苏笔墨酣战；更加坚定了毛主席“反修防修”的决心
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罗党是来当说客，还是来摸底
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
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应该讲点儿实质问题
苏共中央意在强行召开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辞职”的请求
在“静观”中采取推动工作
改善同苏联关系的重大步骤
苏共新领导本身很虚弱，内部矛盾重重
1965：中苏“藕断丝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
柯西金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共运会议
中苏两党领导人最后的会面；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
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继承者的“莫斯科三月会议”
“文革”前最后一次出国：陪同彭真访问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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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  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中办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了
1966：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中办翻译组终结
中共拒绝派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中办翻译组终结
回顾与反思
先来看一下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总结》
关于中苏分歧，邓小平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断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有什么责任”
见证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复苏
作为见证者的希望⋯⋯
“文革”十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参加“四清”
初露端倪
中办“文革”点滴
形势急转直下
我所了解的戚本禹
后楼“文革”
中办“学习班”
批斗大会
“砸碎'学习班'，回家闹革命”
“'杨家死党'的反扑”
“思想汇报”
“负隅顽抗”
我牵挂中的家人
风云突变
被隔离审查
我的父亲，生离死别
“公审”、“逮捕”
秦城监狱七年半
代号：“67124”
看守、管理员
她“救”了我
第一次提审
第二次提审
我不能讲假话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为当事人澄清事实
囚徒生活
素未谋面的“难友”
囚室“趣事”
传达最高指示
亲人探监
审查结论
我真的疯过吗！
我终于活着出来啦
回家啦！
慢慢地适应新的生活
特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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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毛主席说，这些干部我都熟悉
“我的控诉！”
我犯了什么罪？
含冤入狱的何止我一人
迫害我们，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
事实证明根本没有“里通苏修”
含冤而死的父亲
株连“九族”
感谢我们的党拨乱反正
附：家破人亡
“大百科”精神
和姜老在一起
来自秦城监狱的百科倡导人
和姜老一起草创出版社
在争论中确定编纂方针
我和我的百科同事们
“难友”编书
“招降纳叛”的故事
大百科专业骨干队伍
党和政府关怀下的“大百科”
关怀与支持
文化史上空前的伟大工程
迈出早期与国外同行合作的步伐
“大百科”精神
学习和交流的社风
发扬民主，广开言路
艰苦奋斗，发愤图强
回到了在“大百科”的日子里
附：参加莫斯科书展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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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回忆录》

精彩短评

1、中苏关系始终是一个吸引我的领域
2、回忆录（二）截止于1983年，作者表示正在继续写以后的经历，能不能发表就看天气了。
3、看了下目录，没有中央书记处时期的事，不看了
4、阎宝航给莫斯科卖命，毛逐渐清洗铁杆亲苏派，是全书的看点。涉及北京莫斯科关系由热转冷的
内容，全是流水账和文件堆砌没法读
5、沈志华提出命题：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最后分崩离析，而美英、美日、美韩同盟至今依旧。此书
可为镜做初步解答，也为我们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PS：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北京秘谈那段真
是精彩，赫氏毫无还手的机会。
6、据说很有料，也的确有料。作者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思想正统，不约雷池半步，但只好在有一
颗为后代留下真实史料的“简单”的愿望，成就了这本书“可信的”最高价值。
7、最有价值的是中苏论战那部分。
8、读不完了，带不走。大概基本上翻了一遍。语言平实，有内容，值得一看。
9、对中苏博弈多有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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