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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一书，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6年这十年的历史。
它是由孙启泰创议，萧冬连为主写作的近100万字的专著。
本书原定由我和萧冬连共同撰写。
但开始不久，我突然身体不佳，遵从医嘱，只得停笔，由萧冬连独自进行。
后来为确保本书能在建国50周年之前面世，请中共中央党校的谢春涛教授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朱地
教授写作了部分章节。
他们两位都是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
萧冬连，是我开始任教时起，就同在一个教学科研集体工作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个集体，就是先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属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中共党史教研室社会主义时期教研组。
这个教学科研集体成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的1979年夏天。
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正在恢复重建之中，党史教研室郝梦笔主任、段浩然副主任以很高的政治敏感，
果断定下决心，抽调“精兵强将”，着手对1956～1976年20年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以王年一为组长，丛进、张天荣、萧冬连等为组员的教学科研集体成立了，后来把头7年和新时期组
与20年组合并，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组，林蕴晖为组长。
据我所知，这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界，大概是成立较早的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集
体之一。
这个课题的研究，得到了政治学院林浩院长、唐亮政委、李改教育长、李方副教育长、徐邃志副教育
长的大力肯定和支持。
后又得到刘志坚院长兼政委、姜思毅副院长的有力支持；国防大学时期，得到了张震校长、李德生政
委的关注和李曼村副政委、钱抵千副校长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他们对中共党史的教学科研的意义有很深的理解。
各位领导同志的关心，时至今日，仍难以忘怀。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意料。
原来准备坐三年“冷板凳”的我们，工作不仅没冷，反而甚热。
得风气之先，较早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遂使这个研究集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林蕴晖、丛进、王年一撰写的专著，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和国外学者的重视。
而萧冬连，作为其中最年轻的成员也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
星移斗转，时不待人。
当年我们这个团结进取的学术集体，现在个别成员令人欣喜地站到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多数人则已
经先后离退休。
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会离开学术阵地，但毕竟这个当年相互砥砺的活跃的小组不复存在。
每当想起，不胜感慨！
近年来，萧冬连著述颇丰。
这部书，是他对广大读者奉献的一部宏篇力作，是他向我们捧出的一颗火热的心。
心是热的，书的内容则是极冷静的历史反思。
我通读过后，感到写得很好。
萧冬连做学问的特点和优点是历史视野开阔，知识面较宽，思想活跃敏锐。
这部书体现了这些特点，宏观把握得当，历史线索清晰，选材精当新颖，点评常有新意。
文风也鲜活流畅，妙语迭出。
我认为，此书在史学类书籍中，可属文、史皆优的上品，读它能体悟出历史智慧，体味出作品的韵味
来。
我首先向广大中青年读者推荐这部书。
“文革”前十年的历史曲折复杂，经验极其丰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上溯其源，盖出于此。
若能读一读这段你们没有亲身经历，不太了解的历史，能使你清晰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前10年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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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及它的教训；还可以使你从更高层次上
，加深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一个时代党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的思想结晶的邓小平理
论，它的产生，在它指导下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我还十分乐意向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推荐，在百忙中读一读这部书。
不系统懂得历史的领导，就不可能成为有大思维的高层次的领导，就难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人民的
重托。
我更乐意看到，从事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工作者，能注意到这部书。
它不但在史料和思想性方面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它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把握，对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
的糅合，以及文史结合的研究与写作方法，也是值得称道和借鉴的。
以上这些，是我读这部书所联想到的和想介绍给大家的。
并以此代序。
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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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广开言路的大鸣大放，被主席判定为黑云压城？

周恩来、陈云在何种情境下要写违心检讨处境艰难？

竞放卫星浮夸风如何吹遍神州？

是什么导致同登庐山的毛、彭二人心境各异，以至于彭老总含冤受屈？

毛刘之间分歧如何开始？
“大权旁落”的主席怎样暗下倒刘决心⋯⋯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代；
这是一个艰苦创业、艰难探索的年代；
这是一个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年代；
为你描绘一幅全景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更是一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

《求索中国》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6年这十年的历史。
“文革”前十年的历史曲折复杂，经验极其丰富，“文革”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上溯其源，盖出于此。

书中内容将给你展示一幅全景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你带回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
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解的答案。
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革”是怎
样发生的及它的教训。
这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更是一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
书的内容是极冷静的历史反思，宏观把握得当，历史线索清晰，选材精当新颖，点评常有新意。
文风也鲜活流畅，妙语叠出。
是一套文、史皆优的上品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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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解放军上校。
1969年参军，1978～18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
1979年至200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从事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教学和研究。
1984年参加撰写《中国共产党六十年》；1986年参与中央有关机构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工作
；1989年出版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3年出版合著《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
演变》；2000年出版合著《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出版；2001年出版《共
和国年轮：196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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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年起在中共中央党校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转折中国——1976～1982》、《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等书，发表文章百余篇。
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和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
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现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并被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或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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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
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决裂的转折点。
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
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
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合毛的话。
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
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
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
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
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中心是整党。
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
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
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
河南吴芝圃‘左’的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
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
射马，擒贼先擒王。
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刘少奇说
：“恐怕不能太绝对了。
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
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
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
”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
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
“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求索中国>>

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
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
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
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
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
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
一共三桌。
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
。
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
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
小女儿李纳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
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
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
“坐么，大家都坐么。
”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
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
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
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
官作大了，骄娇之气。
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
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
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
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
说。
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
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
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
“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
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常人。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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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
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
”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
一道界限。
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
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
，安静的碜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
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
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
然后发言。
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
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
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
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
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
，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
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
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瘮人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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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于1999年首次出版。
原本计划由我与丛进合作撰写，由于丛进突然身体不佳，无法写作。
谢春涛、朱地、乔继宁应约撰写了部分章节，使本书得以按时、顺利出版。
本书上册的前言、第一章、第四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六节由萧冬连撰写；第二章由朱地撰写；第三章
、第五章由乔继宁撰写；第四章第一至四节、第六章第一至五节由谢春涛撰写。
萧冬连改写了部分章节，并对全书修改定稿。
本书下册由萧冬连独立撰写。
本书出版后，获得较多读者，包括专业以外的读者，不时有来信索书的。
然而，本人并不想急于再版重印，因为近十多年来披露的资料较撰写本书时要丰富得多，充分利用这
些资料将颇费时日。
中共党史出版社吴江先生对重印本书很热心，也有信心，认为迄今为止本书仍是阐述“文革”前十年
史最为详实的一本书，有它的读者群。
为了出版顺利，出版方还建议尽量保持原貌，不作大的改动。
考虑到这本书本来就是为大众读者撰写的，基本史实和整体史感无讹错，我还是同意了。
这次重印在基本维持原貌的基础上，作了认真校勘，少量文字作了修改。
出版社增加了许多页内插图，增色不少。
本书首次出版时，韩钢教授、李向前教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孙启泰先生为本书的报批、出版作
了很多努力。
这次再版重印，张化教授也提了很好的意见，吴江先生在出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此一并感谢！
萧冬连201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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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套装共2册)》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
大乱”，中国的强国之路为何如此曲折？
绝无仅有的珍贵记录和客观分析，几经周折，慎重推出。
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代，一个艰苦创业、艰难探索的年代，一个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年代，一个波
澜跌宕、惊心动魄的年代。
千流入海，万事一结，“求索”二字重千钧！
高层领袖们的求索轨迹，亿万苍生的盲从和梦醒，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
生百态，一个个知识人群的命运磨难，频繁的政治运动，演绎出一部风云诡谲、多采多姿的人间悲喜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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