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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是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949一1989年的中国》中的三本，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这几册曾多次印刷，常销不衰。
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曾被龚育之先生誉为“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
龚先生在《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一文中如是说：“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一位专家。
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
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
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个年头，鉴于市场仍有一定需求，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助，经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专家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使这三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得以
再版，作为作者是深感庆幸的。
在此，我们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
表示衷心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书的原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付排。
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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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什么被诬陷致死？
 “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逃？
煊赫一时的“四人帮”为什么变成了阶下囚？
⋯⋯本书都予以详尽研究解答。
    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
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
结的历史必然。
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
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动乱的年代>>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前言  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三个重大错误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第一篇 全面内战 打倒
一切  第一章 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    一 《五·七指示》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第二章 
全面发动和再全面发动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 中央第一线与毛泽东的分岐    三 中共八届十
一中全会  第三章 制造“天下大乱”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 号召造反的“八·一八”大会   
二 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连    三 毛泽东的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 邪燚烧遍工矿和
农村    五 复杂而严重的局面  第四章 全面夺权 天下大乱    一 基于幻想和出于无奈的全面夺权号召    二 
《公安六条》·“支左”决定· 《军委八条》    三 冲突、抗争与夭折  第五章 “打倒刘少奇”和“揪
叛徒”    一 “揪叛徒”的狂澜    二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    三 “第三个里程碑”  第六章 失控的三个
月    一 两大派尖锐对立    二 广大群众的抗议——“七·二○”事件    三 向更“左”的方面滑去    四 毛
泽东纠正具体错误    五 打击对象的微妙变化——揪“五·一六分子”  第七章 “右倾翻案风”、“杨
、余、傅事件”和反“右倾”    一 全国性的抵制    二 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    三 反“右倾”
和“清队”  第八章 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    一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    二 工宣队、工宣队
的进驻  第九章 从“全国一片红”到九大    一 所谓“全国一片红”    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三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篇 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  第一章 以“文化大革命”改造一
切的“斗、批、改”  第二章 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第三章 林彪事件  第四章 纠“左”与批“右”第
三篇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第一章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第二章 “组阁”风波  第三章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第四章 “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  第五章 “批邓反右”的逆风  第六章 伟大
的“四五运动”  第七章 在危难的日子里  第八章 人民的胜利结束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动乱的年代>>

章节摘录

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过去通称《五
·七指示》；又于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一封信。
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的“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的“破”
的意见。
我们首先来了解和研究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益处。
一 《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
业生产的报告》。
这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夸大部队农副业生产成绩的报告，作为一个寻
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价值。
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致林彪信，全文如下：林彪同志：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
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
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
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
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
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
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
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
。
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8月1日，《人民日报》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对《五·七指示》加以阐发。
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
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
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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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会。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
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
，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
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
这种模式，与《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若干相同之点或相似之处。
这不是欧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到达理想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的与自然经济相
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
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
可笑的。
”如果说这在以前“抗日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则弊端丛生。
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到了20世纪60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
？
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
但是毛泽东无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此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
他通过《五·七指示》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也就在根本上说明了为什
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中央第一线的同志不难从中发现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是何等遥远。
当时中央的政治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迫于形势，中共中央不得不转发这个文件。
《五·七指示》在党内外公布后，一无异议。
这当然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关，与个人崇拜从较大的自觉性发展到更多的强制性有关，与全党马列主
义水平不高有关；但也说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有社会基础的。
经济文化的落后与长期的闭关锁国，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眼界。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可见神气十足了。
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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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
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
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
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
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
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叉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
销毁。
以上引自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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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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