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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中国》

内容概要

《转折中国(1976-1982)》力求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建设方针、国际战略和对外关
系、军队和国防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文教和科技事业、对外开放、国家统一
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这一转折时期波
澜壮阔的历史，展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深重灾难中走出，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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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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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良好开端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党规党法的
制定和实施  党的建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确定十二、新时期军队建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  1975年的初步
整顿  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  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立十三、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加强  再度重
视统战工作  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侨务政策的调整与落实  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正轨十四、《关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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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中国》

章节摘录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　　1976年10月，华国锋、
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
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
鼓舞，急切盼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中共中央顺应民心，采取了许多结束混乱局面的措
施，包括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
斗，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一切，使党和国家
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国锋等领导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领导，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
历史冤案平反，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老干部的工作，而华国锋等领导人却因为对这
些案件和领导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生前所决定的，迟迟不给予平反和改正。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
化大革命”的问题，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不能够正确解决既要清除“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难题，以为既然要继
承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决定。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粉碎“四人帮”
后的很长时间内，华国锋等领导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晚年
的一些重要错误。　　早在1976年10月26日，粉碎“四人帮”仅仅半个月后，华国锋就针对广大于部
群众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
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放映以批
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等。他坚持说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批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0日，当
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
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
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广大干部群众自
发举行的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
引起了华国锋等领导人的不满。汪东兴不准《人民日报》多发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批评《人民日报》
的社论稿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违反了毛主席审查过的悼词，是要把中央撇开。他还说
：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
主席嘛！　　在华国锋1月21日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
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稍后
，上述思想又被写进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名义发表的社论里。经华国锋
批准于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
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从而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贯彻“两个凡是”方针的一次会议。在会前
起草会议文件时，叶剑英曾向华国锋提出，要把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
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但这些意见未被接受。华国锋在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仍然把
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说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
题上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
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
口。他还在会上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
制止。”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严重妨碍着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老干部工作，妨碍着
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进程。对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邓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指出：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　　邓小平等的
抵制和斗争　　刊有“两个凡是”方针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广
泛批评。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尖锐地指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
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顾压力，力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陈云在3月13日的
书面发言中表明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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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中国》

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
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
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
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会上发言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
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
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
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受到
压制，没有能够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但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群众到天安
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让人与邓小平谈话，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条
件是要邓小平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4月7日，邓小平对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
：“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
共中央写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
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
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
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
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
话讲错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
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
‘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7月10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表明了自己对出来工作的态度。他说：“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
态度，一个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
够有私心杂念，就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
平还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
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
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
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
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
，报告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邓小平则在大会闭幕词中强调要恢复和
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反对“两个凡是
”方面，邓小平首先推倒的是过去长时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和“文革”前17年教育工作的错误估计。8
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
主导方面是红线。”“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关于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
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1977年9月19日，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
谈话时，邓小平还针对对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作出错误估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
确指出：“《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
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的上述言论，推倒了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也打开了“两个
凡是”的一道缺口。　　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方针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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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公开发表文章，强调了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聂荣臻在9月5日的《人
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坚决反
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9月19日，徐向前在
《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
，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9月20日，张鼎丞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提出分清是
非的标准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
己说了算。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批评一些领导机关和党
员干部缺乏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上述文章，在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　　10月，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要密切联系
实际时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
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此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在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领
导下，中央党校组织力量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史进行研
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
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根据这两条原则编写出来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
斗争的若干问题》，于1978年春天印发学员阅读、讨论。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中高级干部在
讨论中思想活跃，触及了“文化大革命”历史中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尽管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出统一
的正确结论，但通过讨论，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路线是非、检验真理的观念，对学员们，并通过他们对
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　　“特约评论员”文
章的发表　　坚持和反对“两个凡是”双方的分歧，实质上是思想路线的分歧，焦点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领袖的指示言论为标准，以此来剪裁丰富的社会实践。历史
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弘扬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实践标准的要求。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少
数思想比较活跃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8月25日，中央党校内部
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错误的
是非标准，说“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
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12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的邵
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检验工作好坏、水平
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强调“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并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
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但是，由于针对性不强，分量不
够，上述文章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1978年4月，刚刚从中央党校毕业、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
杨西光，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
章。他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
，放到第一版发表。恰在此时，文章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到北京开会，便利用在北京的
时间作了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正在写作同一主题的文章，就请他
们帮助修改，并要求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4
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后的校样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根据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
的意见，将胡福明的文章和他本人此前已经写好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稿子，
文章的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间，吴江、杨西光等人也参与了文章的修改，
最后，由胡耀邦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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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没有注意，后来得知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对得
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之后，很快就明确表示了支持。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图书馆、
新华书店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尘土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社会上出
现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补习班。然而，就在很多紧张复习的同时，也有人心有余悸，他们担心难以
通过政审，再一次被大学拒之门外。　　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胡耀邦遵照党一贯的“实事
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
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
来。　　1976-1982年，是中国终结“文革”走向改革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一系
列重大决策，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重大决策越来越显示出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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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公司资料室购买的书籍，供员工学习使用。
2、史料一样的记叙 官方资料的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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