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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9年的庐山会议，至今30周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
内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
位，运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发动“人海战术”，要求“拔白旗、插红旗”，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
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
的工人先进。
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
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决策。
庐山会议前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
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
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
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
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
他的不同意见，表现为把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
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
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
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
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
疑的。
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
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
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
总之，按着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
。
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
攻”，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
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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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
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
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的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
发批判。
于是整个会议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
，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
不然就得“全党共诛之”，那时人们就已经感到有这种气势了。
　　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
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产生了巨
大影响。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
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
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
”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
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
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
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
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几乎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
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
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
束缚。
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泽东要
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
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泽东。
老帅劝说彭德怀做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
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
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
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
说是占多数的。
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
直到7月23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
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
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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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
“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
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
调的作用。
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
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表，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
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
，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
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
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
1959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
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
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万吨
，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
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
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
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
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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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敢于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彭德怀从此罹难。
这一历史的大悲剧仅仅是《国防部长浮沉记》的序幕，而层出不穷的磨难和骇人听闻的迫害才是彭德
怀坎坷命运的真实记载。
老奸巨猾的康生之流如何在毛泽东面前诡进谗言；毛泽东将彭德怀遣往大西南目的何在；奉“中央文
革”之命的两大派红卫兵头头如何十万火急抢押彭德怀进京。
为民族昌盛而呕心沥血的彭大将军如何被惨不忍睹的法西斯手段摧残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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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1章　前奏第2章　骤风第3章　淫雨第4章　闲云第5章　偶晴第6章　复劫第7章　遗恨第8章　回
声后记参考文献和主要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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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从工业讲到农业。
李锐恳诚而直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　　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
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大幅度高产。
”他说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而后略有所思地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要有对立面。
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　　周小舟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　　毛泽东点点头，重又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秀才”们呼吁：还是请“陈云出山”，“理财治国”。
　　毛泽东“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他意味深长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　　“秀才”们听后，为之感动。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我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
现在也还有肝火。
在江西的时候，有次我对毛泽覃大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
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　　一阵无拘无束的笑声过后，“秀才”们又大胆进言：“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
义大发展的一年”，“‘以钢为纲’，‘三大元帅’，这些口号不科学”，“北戴河会议决定大办公
社，人们没有精神准备”，“整风，反右，整得都不敢讲话”⋯⋯并反映此次会议还有压力，很多人
不敢讲真话，许多问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应有压力，要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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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防部长浮沉记》记述了“彭大将军”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罹难后，所经受的悲惨遭遇的故事
，《国防部长浮沉记》通过了大量的资料及有关书籍以及对许多革命老前辈的采访，向读者展示了那
个是非颠倒的岁月以及彭德怀同志坚持真理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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