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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口述者王文正，参加了特别法庭对林、江
集团主犯的审判，之后又作为审判上海“四人帮”余党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是唯一同时参加了这两次
重大审判的人。
这位八旬老人，凭借其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和清晰的思维，回述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前后后
的真实历史。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是第一本专题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的
罪行及审判过程的著作，既有大量一手历史资料，又以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来，史料性与可读性兼
具，同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成为承载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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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4．江青为姚文元打气5．建立“保密车间”6．为何在《文汇报》发表7．拉开“文革”序幕第四
章　上海“文革"第一事件1．针锋相对，2．吵闹闹的成立大会3．冲击上海火车站4．安亭车站一片混
乱5．市委来人传达“陈伯达来电”6．天上飞来张春桥7．安亭退“兵”8．阳奉阴违的“救世主”9．
签字还是不签字10．毛泽东将票投给中央文革第五章　　《解放日报》事件1．拒绝报道2．《红卫战
报》出笼3．九天九夜的围攻4．违心地妥协了第六章　　“后院起火”事件1．市长办公室闯进造反的
国家干部2．“后院起火”3．秀才造反第七章　　“一月风暴”1．陈丕显“出山”。
2．不平静的黎明3．一场闹剧4．“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场风波第八章　率先刮起武斗风1．张春桥电
话指令2．密室策划3．剿灭“赤卫队”4．在处理“赤卫队”的案件中，我首次接触王洪文第九章　一
场惊心动魄的“战役”1．密谋针对“联司”的打击行动2.以定行动计划3．G号计划开始行动4．准备
与“联司”的决战5．血腥镇压第十章　组建“第二武装"1．全国第一支工人武装2．罪恶的阴谋第十
一章　法律和道德的沦陷1．所谓“侦控林彪事件”2．“兵公法领导小组”出笼3．哭泣的法律4．当
道德败坏的人掌握了专政工具第二部　法庭内外第十二章　从特别法庭审判员到上海法庭审判长1．
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2．江华曾两次找我长谈3．特别法庭庭长的希望第十三章　纷纭复杂的上
海滩1．跌宕交错的局势2．为什么不审判首犯马天水第十四章　站在时代的分水岭1．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专程来沪2．我提出不同意见3．有关设置“特别法庭”第十五章　初步拟定的罪行清单1．再上北京
，请示最高人民法院2．以事件为依据列出的罪行3．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4．如何认识罪与错5．
这些都不予定罪第十六章　再起风波1．各持己见2．“心急可喝不得热茶”3．曾汉周的答复第十七章
　法庭审判1．提起公诉2．法庭对质3．王秀珍服法认罪4．仍然有顽抗到底的人第十八章　　审理“
冯新华事件”1.率先刮起“批邓”风2.谁是冯新华3.艰难的法庭审判第十九章　　有关判决书内容的争
论1.市委常委会上出现僵局2.我再次发表不同意见3.　中央没有同意市委的意见尾声　最后的判决附
录1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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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1．我为什么要来回忆已经快被遗忘的历史　　我这个八旬老人
，为什么要来回忆这些已经陕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呢?　　原因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写“四人帮”及其
上海余党的书籍与文章中，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你看，这本书中说：“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哎哟，
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
起!”’　　可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女人应该叫汪湘君，而不是汪碧君，在整个法庭审判的“四人帮
”上海余党的女人中，没有那个叫汪碧君的女人。
汪湘君是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妇女联合会主任。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1日，以参加策划武装叛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
　　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骨干在当时的职务，有的书中写道：“民兵总指挥施尚英”，而当时
施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不称总指挥，通常只说他是“民兵指挥部负
责人”。
　　此书的下册中说：“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这也不对，他的实际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
员，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群众称他是“上海五虎将之一”。
　　该书中还写道：“l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h⋯”　我是特别法庭审判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
主审审判员之一，据我所知，在所有参加的审判员中，根本就没有这位“笔者”。
这位“笔者”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是“参加旁听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而绝不是“参
加了”对这件案件的审判，两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否则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就会多出这么一个人来，
后人来查找相关资料时就会被搞得莫明其妙。
　　更有在时间上，此书作者也弄错了，应该是“l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至11时”。
这天更没有把姚文元押上法庭，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已认定姚文元构不成策动
上海武装叛乱罪，所以决定此事不对姚文元进行法庭调查。
　　除了时间和史实的错误之外，一些文章中将法律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有两处称黄晨为“原告”。
　　在特别法庭开庭调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查抄上海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时，法庭通知
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只能是一个“证人”，怎么她成了公诉“四人帮”的“原告”了呢?江青
反革命集团是国家公诉机关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公诉的，受害人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原告
”。
如此严肃的史实，怎么能搞混呢?　　作为亲历了整个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审判和
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庭审判员，我感到很难过。
这些作者，大都没有亲自参加过北京、上海这两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旁听了一两场，便
将这种旁听写成“参加”，更有的是查找了一些有误的资料，便匆匆成文成书，造成多处失实，错解
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贻误　　读者和后人。
我作为共和国这段特殊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参加者，对此十分着急。
　　我考虑到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当事人回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的书出版，这
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件历史事件都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太
特殊了，太突出了，没有对这伙人的最后审判，对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算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就
不能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我所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一本当年亲自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并同时亲自
参加审判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审判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全面记录这段决定我们
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图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全国所有的法官中，参加过这两场(而不是一场)决定共和国命运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审判的审判员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年事已高，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趁现在记忆力还好
，手中许多当时的文字资料还在，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
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
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
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
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
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
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
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
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
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l911年生，河北唐县人。
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
等职。
l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
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
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l959年2月至l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
长期负责止海工业生产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l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
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
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
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
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
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　　传达的方式却从未
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
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
信心。
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
难兴邦。
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
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
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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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
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
，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
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
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
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
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
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
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
，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
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
下结论。
　　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
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
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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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上海的反革命集团尤为猖獗。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打着革命旗号行动乱之实的罪犯们，终于在法庭上得到了应用审判，审
判过程中，表现了　家回到了正常轨道后，法律尊严的恢复以及审判程序的公正。
本书根据亲历这段历呼、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的王文正先生口述采写，内容生
动而翔实，真实记述了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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