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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纸生态书系”中的一本，集结了“解密”栏目中的许多有影响与有深度的文章，如，《
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任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我给林
彪治“怪病”》、《寻找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等等，由陈明洋先生精心编辑而成。
这些文章考证详实，挖掘较深，是作者深入采访考察，并由历史亲历人口述整理而成，内容真实可信
，文笔流畅，语言朴实大方，极具收藏与阅读价值。
　　1998年5月29日，《南方周末》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报道类栏目——解密。
由陈明洋先生担任主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孙长江口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
后的内幕》，“解密”全新的编辑思路及独特的历史视角很快在全国报界与读者中引起了反响。
　　5年中，该栏目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密报道，内容厚重，引人深思，
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该栏目成为中国最有良心的媒体的最经典的栏目，它的实验性与先锋性在读者中
影响深远。
后该栏目因各种原因改名为“往事”。
　　《当年事》集结了“解密”栏目中的许多有影响与有深度的文章，由陈明洋先生精心编辑而成。
这些文章考证详实，挖掘较深，是作者深入采访考察，并由历史亲历人口述整理而成，内容真实可信
，文笔流畅，语言朴实大方，极具收藏与阅读价值。
　　其中《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寻找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江青狱中的日子》、《刘
少奇被隔离的日子》、《我给林彪治“怪病”》、《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自
杀之谜》、《赵丹的文革交代》、《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秘密》、《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等文章在
发表当年即引起读书界特大震动。
　　这些文章的作者李辉、杨绛、周海婴等也都在国内有着大量的读者群，相信本书出版后，会在读
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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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　　【唐少杰】寻找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邢志远】“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
的？
　　【园丁】江青狱中的日子——一个曾经看押江青的女兵的回忆　　【江华　左明星】刘少奇、毛
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拣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　　【高晓岩】刘少奇被隔离的日子
——刘少奇警卫分队队长张兵武回忆　　【李发明】命运，与刘少奇相连　　【何志强】周恩来总理
在文革之初　　【高振普】我和爷爷朱德在一起的日子　　【朱和平】张闻天庐山冤案与康生　　【
张培森】我给林彪治“怪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蒋霞】将星陈光过早湮灭了　　【陶朱
问】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　　【王定】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对邓拓夫
人丁一岚的访谈　　【任捷】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自杀之谜　　【李贻贵】被江青秘密召见许广平奉命
写鲁迅“材料”　　【周海婴】赵丹的文革交代　　【李辉】“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文革”
初期查禁作品的作者一览　　【王同策】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　　
【李相】清华大学“七·二七事件”　　【唐少杰】“黑框事件”及其他——1974年“批林批孔”运
动纪事　　【吴永川】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秘密　　【陈少京】任
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　　【向明】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　　【罗熠】万里与小岗——为纪念中
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而作　　【张广友】袁庚人生三部曲　　【陈少京】从“掺沙子”到“流亡”　
　【杨绛】叶企孙：不能不提的一个人　　【应兴国】李鸿章之死　　【王树增】1949年，美国曾想
与我建交？
　　【郝雨凡】温济泽的右派经历及其反思　　【任捷】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　【日记：郑文翰】
　　【补注：王焰王亚志王承光】索引后记　【陈明洋】鸣谢　【陈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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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清华大学9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关系既凸现出1949年后清华大学自身跳动着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又凝聚了毛泽东领导的党和国家
与清华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间关系的特定内涵。
　　【在文革前不时提到清华】　　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最早关心，是在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挺进
北平北郊后。
当时，清华园遭炮击的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关切。
毛泽东三次电告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必须保护清华大学和名胜古迹。
12月中旬，解放军挺进北平北郊。
1月3日晨，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攻占沙河车站，又向丰台方向开进。
中午，部队进入万寿山与圆明园遗址之间平川地带时，遭到圆明园附近丛林中敌军的猛烈炮击，敌军
企图以周围名胜古迹和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来阻挡解放军的进军。
解放军迅速避开圆明园遗址和高校区，绕道而行，并于次日占领丰台。
　　当时，清华园遭炮击的误传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关切，于15日以中央军委名义驰电
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l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
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解放军在清华、燕京、圆明园等地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交战。
清华园于l5日得到解放。
17日l 8时，毛泽东再次以军委名义电令上述解放军部队首长：“⋯⋯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
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中减少损失。
⋯⋯”l8日晚，解放军前线部队阿位干部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建筑工程学
系主任梁思成教授家，请梁先生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名胜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
备万一和平谈判失败而不得已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
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那(哪)些地方可以攻击，那(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
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　　进入l949年，清华大学开始了其历史新的篇章。
从此之后，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时常高度关注的大学之一。
　　l950年6月，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转达的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他连写了六
个“清华大学”，谦逊地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　　毛泽东在50年代经常关注清华大学的动向。
例如，在1957年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关注学土思想动向，并且表
扬了邓小平来到清华给学生做报告一事。
6月11日在“反右”斗争进入关键之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前往清华大学并致信党委主要负责人，了
解有关动态。
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清华党委内的斗争。
7月l7日在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时，还举例说清华大学党团员占80％，“但党的领导
权并不巩固。
”②在1958年1月12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到了清华几个党支部所谓“叛变”的问题。
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清华“反右”斗争的关注和了解。
　　然而，l958年底，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清华大学材料上的批示，对于遏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
的做法及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年l2月22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l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
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教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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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科研单位的党组织成员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
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　　中宣部的这份材料可谓在“反右”斗争之后对知识分子“左”的政策的一次纠正，它主要报道
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出现的几点认识：一是纠正，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
，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三
是学校提群众路线不妥，应当走阶级路线；四是党员可以取代教师、党支部可以取代教研组的工作。
清华大学党委纠正了这些错误。
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及这个材料。
　　60年代，毛泽东则把清华大学视为实践其“教育革命”思想的一所重点大学。
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春节教育座谈会”，有5位中央领导人陪同，请了ll位民主
人士和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
毛泽东对教育工作作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而又严厉的批评。
出席座谈会的蒋南翔校长只隔三天就主持清华党委学习、讨论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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