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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　　1973
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
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八年“文化　　大革命”动乱的中国，
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l975年就开始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
”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这证明，l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
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
律的。
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
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冈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
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对立、斗
争，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只要我们具体地审视历史，哪怕只是不长的一个段落，就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同处于主导
地位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同预先设定的目标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这位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基业的
伟大领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处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境地。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
，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而。
”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认为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天下大乱，达到天
下大治”，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转折的前奏>>

内容概要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
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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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中原/夏杏珍 江苏无锡/常州人。
均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并任该所副所长。

    1959年7月同时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涟水师范、淮安师范等校任教。
1977年初调淮阴师范学院讲授中国现代文学。

    1983年秋调南京，程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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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机缘 　一、毛泽东指示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     四届全国人大缘何“难产
”     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三件大事     军队高干会和毛泽东“八月指示”的意义 　二、邓小平走到中
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毛泽东为邓小平说话     历史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围绕四届全国人大人
事安排的斗争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三、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毛泽东的
三项重要指示     周恩来重申的“四化”蓝图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第二章 整
顿的突破口——铁路 　一、邓小平决策：整顿从铁路开始     铁路运输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整顿铁路的
决心 　二、铁路整顿的部署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     邓小平的“三五”讲话 　三、
万里解决徐州问题     徐州问题由来已久     十二天整顿 　四、徐州经验的推广和发展     9号文件适用于
各行各业     工交战线生产形势好转     解决老大难，解开“十个疙瘩”     铁路系统的重点整顿和徐州经
验的发展 　五、铁路整顿的意义     铁路整顿的成效     铁路整顿成功的关键     铁路整顿在1975年整顿中
的历史作用 第三章 国防科技整顿 　一、国防尖端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国防尖端科
技事业在“文革”前期的突破性进展     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
    叶帅点将     张爱萍抓点     邓小平撑腰     争做“七一派”     整顿见效，三星高照     ⋯⋯第四章 钢铁整
顿 第五章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较量 第六章 国务院政研室与整顿 第七章 计划工作务虚会与《工业二
十条》 第八章 文艺调整 第九章 科学院整顿与《汇报提纲》 第十章 军队整顿 第十一章 地方整顿 第十
二章 教育整顿 第十三章 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第十四章 全面整顿的部署与《论总纲》 第十五章 “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与整顿的中断 结语：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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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为实现安定团结局面，他主要采取了五个重点措施。
    (1)反对派性。
一是指明性质起了变化。
邓小平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
一是提出采取行政手段。
在5月21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反对派性时又一次提出，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
调开。
张春桥等当场非难，邓小平立即驳斥。
事后多年邓小平在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时曾重提此事：“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
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
‘四人帮’说不行。
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
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
”可见当时反对派性态度之坚决，见效之迅速。
    (2)调整领导班子。
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
”“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
”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①成为坚强的、敢字当
头的领导班子。
他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
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工业交通系统所属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一机、森工、水产、建材、
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对1439个重点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领导班子需要调整的单位
有379个，占26．3％o到1975年7月底，已调整的为133个，其中58个调整后有显著变化。
在军队整顿中，通过反对派性、整风、缩编，消除林彪影响，使军队领导权掌握在老革命家的手中，
成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首要保证。
    (3)落实政策6邓小平不仅重视落实干部政策，而且特别关注为群众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影响大、牵连多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
邓小平指出，不仅要给戴帽子的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还要解决受牵连的人和虽然未戴帽子而受了伤
害的人的问题。
他还提出，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
    (4)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组织纪律涣散，邓小平指出：“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
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不可。
”强调“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否则，“企业的混乱情况就无法改变”。
在各种规章制度中，他又抓住主要矛盾，提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
”②    (5)打击破坏活动。
这是治理社会混乱、实现安定团结所必不可少的。
邓小平强调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在整顿中，对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逮捕了一批，还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者。
    邓小平主持领导的1975年整顿，在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化”强国的目标指引下，在“三项
指示为纲”指导下，发展之迅速，成效之显著，斗争之尖锐复杂，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所少见。
下面我们将从各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叙述这一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第二章整顿的突破口——铁路    一、邓小平决策：整顿从铁路开始    铁路整顿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
日常工作、领导1975年整顿的突破口。
    邓小平就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和工业交通的几位副总理分析当时国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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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研究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大家清醒地看到，由于“批林批孑L”运动再次引起社会动乱，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1974年工业生产情况很不好，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工业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93．6％。
主要工业产品除原油以外，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指标，钢、原煤、棉纱等比上年还有下降。
影响全局的突出的薄弱环节是铁路。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对能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铁路运输存在的严重问题，制约了钢铁、煤炭、电力等工业的发展，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非解决不
可。
    铁路运输的主要问题    当时铁路运输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生产下降。
    1974年全年铁路货运量为7．87亿吨，只完成计划的92％，比1973年少运货物4321万吨，下降了5．3
％。
①1975年头两个月未见好转。
1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只有北京、锦州、吉林、柳州、成都5个铁路局完成运输计划，齐齐哈尔、
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太原、郑州、武汉、济南、上海、南昌、广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
昆明等15个铁路局都没有完成。
1月份日装车量为45835辆，为计划安排量的91．7％；2月份更下降为42945辆，比去年同期减少9．4％
。
只相当于当时日装车能力5．5万辆的80％。
其中煤炭每天少装2000车，相当于每天少运出煤炭近10万吨。
②这对钢铁、化肥、电力等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影响很大。
    铁路基本建设取得了湘黔铁路建成通车等成绩，但年度施工计划完成得不够好。
1974年新线铁路施工共有大中型项目24个，计划投资9．47亿元，铺轨525公里。
截止年底，投资只完成89．7％，铺轨只完成57％。
营业铁路建设计划投资6．24亿元，实际只完成68％。
③    2．事故惊人。
    1974年一年，全路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比1973年增加48％，为十年前(1964年)88起的八
倍多。
④其中重大火灾60多起，火车相撞50多起，汽车、拖拉机与火车相撞一千多起。
机车质量问题是酿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4年全国铁路机车完好率不到7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是带病作业。
     3．规章制度不严。
劳动纪律松弛。
    责任事故常常由此酿成，安全正点也就难以达到。
1975年1月，旅客列车正点率只有68．8％，货运列车正点率为70％。
有个典型事例：在郑州和信阳之间，火车拉什么，就偷什么。
有一次拉钢精锅，司机就在路上停下，下去偷回来三个。
司机、司炉、副司炉．一人分一个。
可是没有拿盖子，又下去拿回来七八个盖子。
结果火车误点五个钟头。
人家问为什么开得那么慢。
他们说路况危险，只能开慢车。
②    4．刑事犯罪突出。
治安问题严重。
    1974年发生反革命案件220多起，其中企图制造爆炸、阴谋颠覆列车的重大案件有26起。
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89万多起，基中凶杀、抢劫案380多起，出口过境物资被盗案200多起。
客货车零配件丢失、被盗情况严重，直接影响火车正常运行。
以吉林铁路局为例，1974年1月至10月因车辆零配件被盗影响列车晚点650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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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票乘车、爬车、斗殴、哄抢、闹事等治安问题也相当严重。
④京广线广水、孝感等站区治安情况不好是个典型。
这里过境出口物资和铁路器材被盗事件时有发生。
偷煤、扫煤情况尤其严重，有的明扫暗偷，有的公开哄抢(1974年发生哄抢煤炭事件21起，其中一起就
哄抢220吨)，拿回去自己烧之外高价出售。
当地流传：“车上一扫，自行车手表；车上一扒，飞鸽罗马。
”这些站区地处湖北、河南之交，无票乘车，进行大米黄豆交易的人多，孝感一次查获无票乘车200多
人，大米黄豆一万多斤。
这种情况当时不是一地一站，相当普遍。
    5．堵塞严重，运输不畅。
    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
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大干线不通畅，列车不能安全正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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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 73年又重
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
“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八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恢复正常的
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后来，邓小平曾几次回顾1975年整顿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他说：“其实，拨乱反正在l975年就开始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
”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这证明，l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
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恩格斯说过，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
律的。
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
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冈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
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对立、斗
争，融合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只要我们具体地审视历史，哪怕只是不长的一个段落，就会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同处于主导地
位的个人的主观意志，同预先设定的目标不相一致，甚至完全背离，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
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这位领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基业的
伟大领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处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悲剧境地。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
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而。
”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认为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天下大乱，达到天
下大治”，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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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还是要邓出来。
邓至少是常委。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
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例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参谋长。
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材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材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在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
那时工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　　江泽民指出，一九七五年的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险。
”　　在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继承人，
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发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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