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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给我的影响和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力图忘记那十年浩劫对我全家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日子。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总会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
这就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动因。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
从当时的视角来看，好事、坏事我都干过。
既当过“保皇派”(保守派)，也做过“造反派”；既挨过别人的批判，也批判过别人；既戴过高帽子
、坐过“喷气式飞机”，被软禁过，也参与审查过别人；既参与写过《炮轰云南省委》的大字报，也
写过反康生的大字报；既参与过串联、造反、游行、静坐，也为解放老干部而做了不懈的努力。
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也为知青函授教育而奔走于安庆各地。
总之，  “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几乎都经历过。
    我不仅是高校的教员，也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也多一些。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
尽管我写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十分艰难而又辛苦，但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更不要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我不顾古稀之年的劳累，愿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闻
、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供后人借鉴。
    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是：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写出我
当时所思、所为，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我愿坦荡地直面人生，决不会文过饰非，更不会嫁祸于人。
    由于相隔时间久远，从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算起，迄今已有42年之久，加之我没
有留下当年任何的个人文字资料，对许多事情已记忆模糊。
但是本书所涉及的重大事件和活动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一些数据，我均到图书馆查阅过当年
的报刊和参阅过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认真地进行过校正。
需要声明的是，这本回忆录，在细节上仍然难免有误。
为了使这本“文化大革命”回忆录能更加真实可信，我将书稿分别请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年的老同事们帮我审阅校正过，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在此，对于审阅过本书书稿的同志以及当年的报刊和参阅书的作者一并表示深切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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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难忘的非常岁月》作者陈瑞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期间波及社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参加过。
同时，由于作者身份特殊，所以接触高层领导的机会就多一些，了解的情况多一些。
作者在古稀之年写这本回忆录《难忘的非常岁月》，为了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要重演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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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生于1933年10月，老一辈革命家陈正人与彭儒之子。
自幼喜爱文学，曾广泛阅读中外小说、诗歌、剧作，经常试手写一些诗词、散文；对绘画情有独钟，
尤其喜爱涂鸦山水景色。
曾为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哲学教授。
主编、副主编或参与撰写、出版二十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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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元梓弹”的爆炸波及神州大地第二章戴高帽子陪“黑帮”游街示众第三章参加红卫兵大串联
第四章群众组织兴起，山头林立、武斗成风第五章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第六
章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领导干部第七章写反康生的大字报险些蹲大牢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烈火
开始烧到我父母第九章搬家疏散，天各一方第十章实行紧急战备疏散第十一章、押运货车到合肥，护
送伤病员回北京第十二章在中国科大“五七”干校的日子里第十三章到政法学院的“五七”干校参加
整党第十四章父亲在写检查中含冤去世第十五章陪母亲到南方旧地重游(一)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悲痛
欲绝-165(二)在杭州受到了谭启龙的热情接待(三)母亲重访第二故乡(四)重访江西第一站庐山(五)重访
革命摇篮井冈山(六)回父亲的故乡遂川(七)母亲的瑞金情结(八)兴国山歌记心怀(九)萍乡群众目睹老革
命(十)母亲回到第一故乡湖南(十一)在南昌访亲问友叙友情(十二)到芜湖拜访战友王恩茂(十三)合肥小
住心舒畅第十六章难忘的1976年(一)周恩来总理逝世(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三)朱德委员长逝世(
四)唐山大地震(五)突然降临在我头上的政治批判(六)毛泽东主席逝世(七)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
胜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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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突然，有一个青年学生跳上讲台，对准麦克风，声嘶力竭地说：    “我认为，北京政法学院党委是三
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这句话犹如一声炸雷，轰动整个礼堂。
    他正要往下罗织党委的罪状时，很快就被学生会和团委的学生干部推下舞台，并且把他推到礼堂外
面，进行围攻和辩论。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说，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吧!于是，又把他架上舞台，让他继续讲下去。
小小的礼堂，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混乱。
我记得他一连讲了七八条，指责“北京政法学院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
总之，把政法学院党委说得一无是处。
其措词十分尖锐，使我感到极为震惊!    当时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是刘镜西，副院长
是李进宝、郭伦、朱寄云，副书记是郭迪、鲁直等同志。
开声援大会时，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院领导在场。
    此时，会场秩序非常混乱!那个学生讲完后，许多学生跳上舞台抢麦克风要发言，驳斥那个学生的观
点。
这种场面，我从来未见过。
这时，学生会的干部站出来维持秩序，他们要大家安静，一个一个发言。
    接着，礼堂秩序逐渐趋于安静，按照递的条子先后顺序依次发言。
一上午的发言，绝大多数都是驳斥那个学生的发言，维护党委的威信。
但也有人支持他的发言。
    我一直站在礼堂的后面，听完了所有学生的发言。
与会的教职员工都十分谨慎，没有一个人上台发言。
    时间已经临近吃午饭了，但要求发言的人仍然非常踊跃。
一个临时主持会议的学生会干部宣布休会，要求吃完午饭后，再来礼堂开会。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又自发地云集礼堂。
没有多久，礼堂又坐满了人，而且仍然有许多人站着。
我还是站在礼堂的后面。
    下午发言的秩序比上午好些，情绪也没有上午那么激昂了。
但没有多久，又有一个学生跳上讲台，为上午那个学生辩护。
他严厉地指责了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压制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
其措词比上午那个学生更为激烈。
接着，赞成和支持这个学生发言的人越来越多。
而维护党委发言的人则越来越少。
上午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边倒，而下午的发言则充满辩论的气氛。
    我记得大会快要结束时，形成了一封《热烈支持和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声援信》，并
在会上念了一遍。
    散会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一方面，我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一直是非常信任的。
因为它们是党的喉舌，是传达党中央的声音的。
我作为195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来都是听党的话的，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重要文
章和《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文章，我都是深信不疑的。
多年以来，在“驯服工具”思想的熏陶下，我不可能去怀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
论员的文章。
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那么多学生跳上礼堂讲台，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漫骂北京政法学院的党委。
看到这种情景，我立刻想到了当年的反右派斗争。
对于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觉。
因此，在这一天，我一直保持沉默和中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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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个问题我感到疑惑不解。
    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前，曾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和中共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这两篇东西虽然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定关注，但绝
没有像这张大字报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这个轰动效应，的确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其冲击波，辐射到全国各地。
6月2日，全国的高校几乎都同北京政法学院一样，热烈欢呼和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把
攻击的矛头对准本校的党委。
在我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能像这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在一天之内没有任何人做
动员报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自发地发动起来了。
从这天起，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声势，犹如钱塘江大潮一样汹涌澎湃
，势不可挡!    散会后，我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回到万寿路家里。
一路上，我想了好多，头脑里充满着许多疑问。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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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难忘的非常岁月》初稿写就后，打印了六本，广泛征求了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同
事们的意见。
因为我是在这两所大学度过“文化大革命”的。
我主要请他们审查本书在事实上有无出入。
同时，我也请党史专家以及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审阅过本书。
他们都非常认真地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绝大数意见我都予以采纳。
所以，我对这本书稿改了又改，期间四易其稿。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同时翻阅了当年的报刊。
本书的图片资料部分采用了李逊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图典》一书中的照片。
    郭厚禄博士、潘嘉博士为本书的校对、照片处理和打印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党史出版社吴江先生、王兵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此我向所有帮助我成就这本书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郑重声明，此书的观点
与审阅者无关。
如有不妥之处，一切文责自负。
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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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是，它给作者陈瑞生的影响和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作者力图忘记那十年浩劫对作者全家人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总会在脑海中时隐时现。
这就是促使作者写这本《难忘的非常岁月》。
本书用事实说话，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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