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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中国（共10册），ISBN：9787215003279，作者：王年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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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

作者简介

　　王年一，江苏省扬州市人，l932年3月生。1949年4月参军，一直在军队工作。1960年大学本科毕业
（函授）。现为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正师职教员。39年来大部分时间做宣传、教学工作，大部分
时间在军队院校，先后任解放军文化师范学校、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
。1979年至今从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研究与教学。10年来发表中共党史论文、文章约50篇。参
加撰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获全军学术·等奖），与张天荣合作撰写《执政党建设研究》和《彻
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只在军内发行，获全军学术三等奖）。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在政治学院获学术奖多次。在文化师范学校、政治学院被评为优秀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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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

书籍目录

序前言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三个重大错误个人反对中央集体第一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第一章 打
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一《五·七指示》二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第二章 全面发动和再全面发
动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二中央第一线与毛泽东的分歧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三章 制造“天下
大乱”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号召造反的“八·一八”大会二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连(1)破“
四旧”(69)(2)大串连(79)(3)揪斗工作组长(81)(4)打击知识界(87)(5)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89)三毛泽
东的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问题的提出(97)(2)《紧急指示》(100)(3)中央工作会
议(104)(4)更加激烈的造反行动(121)(5)广泛的抵制(125)四邪火烧遍工矿和农村(1)“工总司”·安亭事
件·《解放日报》事件(131)(2)工交座谈会的抗争(138)(3)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141)五复杂而严
重的局面(1)《(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48)(2)公然鼓噪打倒刘少奇(149)(3)老革命家横遭蹂躏(152)(4)
省、市、自治区党委瘫痪(157)(5)经济主义歪风刮起(160)(6)北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64)(7)毛泽
东耽于幻想(168)第四章 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一基于幻想和出于无奈的全面夺权号召(1)“机联站”和康
平路事件(173)(2)“一月革命”和全面夺权号召(180)(3)“炮打张春桥”事件(192)(4)省、市、自治区的
夺权(195)二《公安六条》·“支左”决定·《军委八条》(1)《公安六条》(202)(2)“支左”决定和“
三支两军”(203)(3)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205)三冲突、抗争与夭折(1)矛盾重重(208)(2)一系列的事
件(211)(3)二月抗争(216)(4)《军委十条》和军事管制(228)第五章 “打倒刘少奇”和“揪叛徒”一“揪
叛徒”的狂澜(1)“六十一人案件”(234)(2)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237)(3)“深挖叛徒”(239)
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1)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两个会议(242)(2)打倒刘少奇的一篇长文(244)(3)“革命
大批判”(248)三“第三个里程碑”第六章 失控的三个月一两大派尖锐对立二广大群众的抗争——“七
·二○”事件三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四毛泽东纠正具体错误五打击对象的微妙变化——揪“五·一
六”第七章 “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和反“右倾一全国性的抵制(1)“围剿派性
”(280)(2)所谓“右倾翻案”举隅(281)(3)全国出现所谓“右倾翻案风”(288)二扑朔迷离的“杨、余、
傅事件”(1)事件的“奥秘”(291)(2)杨、余、傅的“错误”(294)(3)军队干部大会(297)三反“右倾”和
“清队”(1)反“右倾”(301)(2)“清理阶级队伍”(304)第八章 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一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1)派性争斗激烈(308)(2)清华流血事件(309)(3)严厉的告诫(309)二工宣队、军宣队的
进驻第九章 从“全国一片红”到九大一所谓“全国一片红(1)艰难的历程(313)(2)“打倒一切”的突出
表现(314)(3)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315)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1)迟迟难开的全会(316)(2)混淆是
非和敌我的全会(318)(3)“点名很有必要”(323)三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八届十二中全会以
后(326)(2)“左”倾的九大(327)(3)九届一中全会(332)第二篇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第一章 以
“文化大革命”改造一切的“斗、批、改一“六厂二校”(1)指导思想(338)(2)“毛主席的点”(339)(3)
六厂二校的经验(340)二“革命大批判引路(1)批判所谓“黑六论”(343)(2)批判所谓历史上的“罪行
”(344)(3)批判所谓“人性论”(344)(4)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346)三种种活动(1)“清理阶级队伍
”(347)(2)整党建党(350)(3)下放干部(353)(4)“上山下乡”(354)(5)所谓“教育革命”(357)(6)所谓“文
艺革命”(362)四简短的评价第二章 国民经济的新“跃进”一四年经济概况⋯⋯第三章 林彪事件第四
章 纠“左”与批“右”第三篇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第一章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第二
章 “组阁”风波第三章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第四章 “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第五章 “批邓反右
”的逆风第六章 伟大的“四五运动”第七章 在危难的日子里结束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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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

章节摘录

　　它着力写明“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发展变化。它不满足于说明“是什么”，而力求回答“
为什么”，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它就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
历史教训。当然，这本书也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舛误。著者表示，竭诚欢迎读者指正。就史实
、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正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　　研究“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过错，“文化大革命”是我国进入社会主
义社会初级阶段以后照搬外国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共产党自己所犯“左”倾
错误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集中表现。只有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深刻地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我们在十年“
文革”灾难中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所以决不能把用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宝贵教训轻易地放弃掉
。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任何范围重演，
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就应当深入地研究大动乱的十年的历史，而决不应当对这个研究设立禁区。我认为
我们都应当很好地向“文化大革命”这个反面教员学习。我希望读者们能从阅读《大动乱的年代》这
本书中得到一些收获和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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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

精彩短评

1、说实话这是我重要的一课~~~必须明白的~~呵呵~~~你懂的~~~
2、这部作品，并不完全代表王年一先生的观点，是一本应上级指示的作品啦⋯⋯后来王先生的几次
修订都说过，自己的观点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这本书从来是按照原本再版。读的是1989年版
3、暑假一回来，大二没开学那会儿，为摘新版和谐之史料而看。
4、一点吧 据说是内地学者研究里面比较好的一个
5、这是一本比较严谨的文革史，指出毛在文革的主要责任，对林彪、江青、叶群等在文革中得作为
进行了系统的叙述，文革是一个可以彻底否定的历史灾难。通过细节让人全面了解了文革的荒诞，因
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问题，毛发动的文革让国家机器成了相互倾轧的工具。人性在文革中被抛弃，这是
错误系统和情境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从文革中反思，坚持独立的思考，不要因为所谓的正确，放弃
了自己思考的能力。
6、没看完。大字报口气，政委文风
7、320也太贵了
8、由於時代的限制，許多問題語焉不詳。比如聶元梓和陸平在四清中結下的梁子恰恰是聶貼大字報
的原因，而四清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劉少奇又確實難辭其咎。四清主要挑動群眾對立，許多人在四清中
被整，而文革給了大家過分的向領導發洩的的權利，積聚的矛盾終於找到了宣洩口。聶元梓單純得有
些愚蠢，紅衛兵領袖在文革未結束時就遭到毛的清洗，某種程度上而言，仍然是複製了反右的“陽謀
”。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是毛的慣用伎倆，在他自己的帝國里，他在意的也許只有他自己。
9、我读的是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对以一个有丰富pdf藏书的读者来说，买pad确实要
比Kinldle好，虽然价格高了5倍多。
10、研究党史必读书目之一
11、2005年第二版
12、动乱即和平，无知即力量
13、比较少见的先允许出版再到变成禁书的书籍。
14、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对国情的错误判断，导致文革的发生，中国丧失大好的发展机遇
15、节点的资料介绍的比较详细，官方的事实文件都摆出来了，大家自己评价吧，这就是王老的态度
16、梳理了文革的发生和发展脉络，更多的是宏观叙述时间的逻辑，对于文革中的细节描述不是特别
不多。读了这本书才大概知晓文革为什么发生，邓小平在文革中的起起落落，四人帮与林彪反革命集
团的关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无奈。
17、当代史的困境在于，要先选好边再阐述。语焉不详也是形势使然
18、没读完，感情色彩太多
19、读了这么多历史书，看来看去还是中共的党史最诡异最耐读，谜团极多戏剧性极强！王年一这部
巨著就是海内外最权威的文革史作品，文笔平实但暗流汹涌，人物繁多事件庞杂信息量超大，很多地
方读起来真是惊心动魄，堪称政治斗争活教材（比什么三国演义都过瘾啊）。
20、【图书馆借的】当年近代史的赵辉的课上推荐的书，看完之后悲愤许久，自觉天下之事莫外如是
，愤世嫉俗一番。只有看到真实的历史，才能有自己独立的体悟。
21、: �
K27/1181-1

22、王年一 读的河南人民1988版。很值得阅读的一本书，了解那个复杂的年代。改造人自身真的很难
，没什么可能成功的迹象。2015年再读一遍。
23、我的文革史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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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

精彩书评

1、金春明教授有一本简史。当然是正史的笔法了。王年一老先生的书，可读性强，也不失严谨。王
老已经去世。很遗憾。好像是书再版没多久。对于这场大革命，我不属于经历者，但是十年文革对于
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思想的塑造，构成了我无法选择的成长空间，生命起点的空间。包括唐山的那场大
地震，同样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自己无法选择的生命起点的空间。这是一个
怎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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