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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晚年岁月》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编辑出版的。 本书主要记述了朱德晚年时光的经历。时间从1966年开始，
到朱德的逝世为止。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史料丰富，是我们了解朱德晚年岁月的很好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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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6年，北国的寒冬姗姗来迟。虽然已是“三九”寒天，气温却始终在零度上下浮动，北方的气
候出现了异常的“暖冬”现象。　　一列火车穿过广袤的华北平原，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去。车厢里
，朱德俯在桌前仔细倾听着所经地区的负责人的汇报。尽管秘书在一旁作着记录，朱德仍不时地在笔
记本上记下自己感兴趣的情况，偶尔也提出几个问题，要对方解答。　　这次外出的主要目的是去广
东休假。多年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每年都要利用休假的机会到一些地区去视察、参
观。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向中央汇报了解到的情况，并且提出一些建议。他始终认为，调查研究要
实事求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反映虚假情况就是丧失党性；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就是严重的失
职。　　沿途，朱德看到所经地区的生产形势不错，正在走出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境，他的心情格外舒
畅。更深夜静，车厢里静得只能听到车轮有节奏的震动声。朱德手持放大镜不时地在地图上寻找着，
时而用铅笔画着横杠、竖杠或圆圈；时而凝视着地图沉思着。长期以来，朱德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总是喜欢在地图前思考问题。　　守候在一旁的秘书打了一个哈欠，抬头望着仍在伏案工作的朱德
。在他的印象中，朱德每天都是按时休息的，很少像今天这样亢奋。他放下手中的书，走到朱德的身
后轻声地提醒着朱德应该休息了。　　朱德若有所悟地抬起头，摘下眼镜，随后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个
弧圈，兴奋地说：“你看，今年这几个地方的生产形势都不错。几年来的情况证明，中央制定的‘八
字方针’是对头的。”接着，朱德又拍拍腹部笑着说：“民以食为天，这里不发愁了，才好做事嘛！
”　　秘书点点头，表示赞同。　　朱德拿起笔记本，指给秘书，问道：“你看这些数字里有没有水
分？”　　秘书摇摇头，笑而不语。　　朱德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可是吃过浮夸的苦头，搞生产要
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秘书又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　　朱德转而一笑，兴致勃勃
地说：“今年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了。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令人鼓舞。我虽然已经80岁了，也还是有信心的。”　　“朱总，您经常讲要劳逸结合，可是今天⋯
⋯”秘书看到朱德兴奋的表情，并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就有意把话题岔开。　　朱德见秘书无心与他
讨论问题，只好合上笔记本。“好，接受你的意见。”说毕，起身休息去了。　　车到杭州，恰逢春
节前夕。于是，他嘱咐秘书给正在江西铅山参加“四清”运动的康克清打电话，约她来杭州一道过春
节。　　康克清已经4个多月未见朱德，接到电话自然很高兴，立即动身。江西的铅山离杭州并不远
，不多时刻，她便来到了杭州。　　可是，她到了杭州后不久，朱德的反常情绪却使她蒙上了一层愁
云。她发现朱德在吃饭时常常停住筷子沉思，像是有什么心事。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康克清不无担心地询问道。　　朱德摇摇头，没有说话。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康克清仍然放
心不下。　　“你就不要多问了！”朱德显得有些不耐烦。　　30多年的相处，康克清十分了解朱德
的脾性，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是不会这样的。不过，她也清楚朱德曾经对她讲的，中央的事情
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所以，她也不便再追问下去了。　　回到客厅，朱德枕靠在沙发背上，两眼
注视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哟，这样搞范围就宽了，要涉及到许多人
呢。”康克清坐在一旁听了朱德没有头绪的几句话，感到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后，秘
书私下里告诉了她，她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
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揭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党篡军”的问题。会后，罗瑞卿被“停职反
省”，等候处理。　　3月下旬，朱德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局势的发展愈来愈使他感到担忧。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
问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下决心要
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以“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　　4月14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在杭州举行常
委扩大会议。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尽管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自1959年以后，由于某种原
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常委会议，他没有都出席。事后他得知，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决定撤
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　　5
月4日，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会议厅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此时，由于毛
泽东还在外地，会议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
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仅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
还发出了资本主义复辟将要出现的危险警号。《五一六通知》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
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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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厅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难道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等人吗？　　连日来的大会小会，使整个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危
言耸听的发言：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了党的领导机关，掌握了国家机器
⋯⋯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
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嘶哑的语调中充满着杀气，仿佛有人正在“阴谋”策划一场“宫
廷政变”。　　“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
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不禁让人想起他1959年以后的所作所为⋯⋯　
　1959年，“庐山会议”开过之后，彭德怀因为“反党问题”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长期“养病
”的林彪替代了彭德怀。从此，便沿着他所谓的“捷径”，做起“一本万利”的政治生意。　　1960
年以后，林彪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今天在
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林彪正是利用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望和影响，宣
扬个人崇拜，制造现代迷信，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但是，就在林彪大搞“活学活用”、“立竿
见影”、“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罗荣
桓首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应当掌握精神实质。罗荣桓的意见经过中央
书记处讨论，认为是正确的。　　同时，总参谋长罗瑞卿针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最高最活”
的极左口号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是‘顶峰’，
这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这种提法。”　　1964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开展群
众性的大练兵活动，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起到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赞
扬和肯定。　　林彪对此十分恼火，他曾多次找罗瑞卿谈话，软硬兼施，要罗瑞卿跟他走。然而，罗
瑞卿并没有买他的账。加上当时罗瑞卿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林彪更加嫉恨，把罗瑞卿视为眼中钉、肉
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65年，林彪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授意李作鹏、吴法宪等人整理了诬陷
罗瑞卿的材料，由叶群带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诬告罗瑞卿
不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在一份有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中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
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叶群等人罗织的“莫须有”
的罪名，决定了罗瑞卿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命运。林彪终于除掉了他的一个心腹大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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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难逃被陷害甚至是死亡的厄运。朱德是抗
日战争以及国内解放战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有着红军之父之美称。解放后，更是因其突出贡献而被
中央授予元帅的封号。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江青、林彪一伙肯定是对其虎视眈眈的。那么，朱
德老元帅在其晚年岁月，到底是如何艰难度过。他在那时又受到了江青一伙怎样的迫害？敬请阅读，
了解我们敬爱的朱德将军晚年岁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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