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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内乱与抗争(1966-1976)》内容简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
斗的90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
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
的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策划、组织、编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90年中人与事》三个系列，共18种作品近700万字。《文库》旨在从党史、
党建和奋斗中的共产党人三种不同视角，反映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
文库》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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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曾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撰写和主编了《中国现代
社会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通史》、《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丛书》等多部著作，获得过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多种图书奖项。1957年出版的《李大钊同
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李大钊生平及思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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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什么是社会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毛泽东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起来?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彭、罗、陆、杨”事件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方针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四、走向“天下大乱”
 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踢开党委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第二章 从“天下大乱”到党的九大
 一、“自下而上”地全面夺权
 “一月夺权”
 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
 二、二月里的正义抗争
 夺权引发大乱
 “二月抗争”
 三、在动乱中限制动乱的努力
 大乱中的两难处境
 解放军“支左”与军管
 支农、支工和军训
 四、“全面内战”与天下大乱
 动乱升级，趋于失控
 “天下大乱”达到“顶峰”的三个月
 毛泽东、周恩来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动乱
 五、“全国山河一片红”
 反“右倾翻案”再次引发动乱
 再次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新一轮动乱
 “工宣队”进驻学校
 “全国山河一片红”和革委会体制
 六、党的九大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的九大
第三章 “斗、批、改”运动
 一、九大之后的形势与格局
 九大前后的政治格局
 平息大乱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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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备高潮
 二、“斗、批、改”运动
 “斗、批、改”的由来
 “斗、批、改”的“样板”
 三、“斗、批、改”的几项具体内容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革委会建设
 整党建党
 教育革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干部下放劳动
 四、“抓革命、促生产”
 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跃进”、“翻番”
 “五小”工业与社队企业
 五、思考与觉醒
第四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一、政治投机与拉帮结派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投机
 在动乱冲恶性膨胀的宗派
 两个阴谋集团的勾结与争斗
 二、九届二中全会
 林彪不再“紧跟”、“照办”
 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九届二中全会
 三、“批陈整风”
 审查和批判陈伯达
 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批陈”中的“整风”
 江青集团趁机扩张势力
 四、“九一三”事件
 林立果与“联合舰队”
 毛泽东视察南方及谈话
 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覆灭
第五章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
 一、“批林”与“整风”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形势
 “批林整风”中的困惑
 二、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反思
 对极左思潮强烈不满
 “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三、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
 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立场
 排除各种障碍，落实干部政策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经济政策
 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
 对农业政策的调整
 落实党的教育、科技、文化等政策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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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
 四、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江青集团对批判极左思潮的疯狂反扑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周恩来勉力苦撑，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的筹备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六、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天下大乱”对外交工作的严重破坏
 缓和中美关系和中日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第六章 从“批林批孔”到四届全国人大
 一、再度造成动乱的“批林批孔”
 “批林”与“批孔”相挂钩
 “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搞乱社会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二、围绕四届人大组阁的斗争¨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破产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思索
 三、四届人大和1975·年宪法
 四届人大的代表构成和正式召开
 1975年宪法的修改过程及其特点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恢复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国务院领导核心
第七章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
 一、整顿的开端
 制定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
 以解决铁路问题为突破口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二、整顿在工业、财经领域推开
 把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斗争
 制定加快工业发展的章 程
 三、军队的整顿
 绝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
 加强国防工业
 四、整顿深入展开
 整党的初步措施
 中国科学院的整顿
 教育界的整顿
 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和全面整顿的部署
 五、四五计划的完成
第八章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
 一、全面整顿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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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水浒》的风波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教育革命大辩论”
 二、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
 周恩来逝世
 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多次谈话
 “四人帮”加紧“批邓”
 三、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
 人民不满情绪高涨
 天安门事件
 悲壮的结局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升级
 “四人帮”操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五、唐山大地震与抗震救灾工作
 六、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逝世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
 一举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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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研究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
。彭真在发言中指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并否定了关锋等对邓
拓的诬蔑。会议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并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
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认识，但主旨在于对已
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
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
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
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
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虽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去
反驳“要害说”，但它却通篇不提“要害”二字，并用各种形式规定了这场运动的学术批判性质。提
纲的这一中心思想，再一次有力地限制了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它也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
同志的赞同。不难想象，当时的运动如果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规定进行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不
会在几个月之后爆发，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将不是对《海》剧的批判。　　2月5日，
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
。会后的2月7日，《二月提纲》被呈报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
向毛泽东汇报。因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二月提纲》于2月中旬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根据《二
月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要害”的文章。《二月提纲》的发出，反映了
当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运动迅猛发展时，党内和知识界相当多数同志所持的消极抵制态度。它使
全国学术批判的形势有所缓和，“左”派无限上纲的文章被主管部门“压”下了，从政治上抓“要害
”的文章少了，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讨论的成分增加了，文学艺术界又稍稍松了一口气。正如张春桥
在几个月后所说，《二月提纲》的发出，“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
很多文章不能发表”。

Page 8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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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