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曲折发展的岁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曲折发展的岁月>>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8649

10位ISBN编号：7010078645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丛进

页数：4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曲折发展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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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名声很大的书”。
龚育之先生生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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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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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
本书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
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
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
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
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该书文笔简练生动，形式活泼新颖，并富于理性思考，对这段复杂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
，史论结合得当。
这部书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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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进，男，山东蓬莱人，生于1935年5月５日，国防大学正师职大校教员，青岛二中49届初中五班毕业
生。

1950年10月，15岁的丛进参加解放军，先后在华东军大山东分校、军事师范学校、高等军事学院、军
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等人宣传干事、党委秘书、政治委员等职。
在院校和福建前线立个人和集体三等功四次，受通报表扬和通令嘉奖9次。

在学术研究上，丛进发表专著、论文计210万字。
其中，《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获金钥匙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获全军一等奖，另有二等奖
、三等奖7次。

1998年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在当时专题电视片《光辉的历程——从党的一大到十五大》中讲
述党的八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第二集《名师治校》中，被登大照片，
赋予了国防大学“名师”头衔。
2000年应中共中央办公厅之邀与其他几位同志帮助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审阅中央党史研究室送审
的《中共党史（中卷）》书稿，还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北戴河举行的《周恩来年谱》审稿
会审稿。

其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为多所学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其导师的必读书和参考书。
1990年起，连续三年接到美国哈佛大学赴该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的邀请书，因考虑当时中美关系，未
获批准。

在北京，多次经批准，会见了来自美国纽约大学、苏联莫斯科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文化大学的
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共党史专家”和“中国的毛泽东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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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  第四章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 再用3年调整    二 国防科研和工业的发展    三 “三五”计划的制
定与三线建设    四 调整胜利完成与“四化”目标第三篇 “反修防修”的迷误  第一章 八届十中全会前
党内思想状况    一 刘少奇在纠正错误中对路线的维护    二 经济形势估计上的差异    三 “包产到户”的
重新兴起和争论    四 甄别平反的界限与彭德怀的申诉    五 国际环境与王稼祥的建议    六 毛泽东对国内
“修正主义”的最初看法  第二章 八届十中全会上“左”倾理论的升级    一 北戴河会议的议题与毛泽
东的变化    二 批判“三风”    三 “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五代到十代”    四 公报的断言与过渡时期理
论的迷误  第三章 四清和五反运动    一 目的是“挖修根”    二 两个“10条”    三 “三分之一”的估计
与“追根子”    四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五 夺权的样板  第四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一 “反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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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剧    一 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批判    二 中苏两党矛盾的重新激化    三 尖锐激烈
的两党会谈    四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五 一次改善关系未成功的努力    六 “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
资派”的提出    七 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
章 的发表    二 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    三 江青请“尊神”    四 《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
和被批判    五 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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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探寻新道路　　第一章 探索任务的提出和初步的成果　　一 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解决了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如何全面地建设这个崭新社会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
要研究中国1956年及其以后年份的历史，必须了解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状况。
　　自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起，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人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尤其是东方大国新中国的出现并胜
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切，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自身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地积累了一些问题，遇到了新的困难。
这些问题和困难，在1956年里比较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经济上，苏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
这既使苏联迅速发展而站稳了脚跟，并经受了苏德战争的严峻考验，又形成一种统得过死、比较僵化
的模式，转而限制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发展缓慢，粮食总产量直至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皇俄国最高年
份1913年的水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政治上，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和相伴随的。
这与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
影响有关。
更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又主要是斯大林），没有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初步巩固之后自觉地
扩大党内外的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和必要条件。
过分集中而民主不足，个人崇拜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有重大缺
陷，导致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忠诚正直的
共产党人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给苏联的社会主义
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长期以来，斯大林和苏共既有贡献，也有重大错误。
帮助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
但是，苏共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
产国际、实质上是苏共中央的领导，又加上1928年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
求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衡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准，使得
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指挥、干涉他党他国事务的作风。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
形式变了，作风未改，以苏联的利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推行苏联的模式，以与之相适应；在国际活动和外交上，要求协调
和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甚至每一具体政策。
由于有1943年德黑兰会议和1944年雅尔塔会议美苏英对战后世界势力的划分，又有战后帝国主义和社
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出现和对峙，使得这种控制具备了客观条件。
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不愿受苏联控制，要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被斯大林视为异
己的力量，将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组织，并把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
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对一些具有独立性思想和要走自己建设道路
的领导人，进行预防性清洗，制造了一些严重的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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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一度怀疑是“第二个铁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逝世，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斯大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了向
新方针、新格局发展的转变期。
苏联开始了逐步纠正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进程。
1953年3月27日，释放了一部分斯大林时期关押的政治犯，4月4日，对斯大林生前亲自部署的“克里姆
林宫医生间谍集团案”平反；6月10日，苏共《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我
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集体制。
”7月，除掉了身居一人（斯大林）之下、万人之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的贝利亚，并开除其党籍
，随即开始了陆续为屈死者恢复名誉的工作。
1955年6月，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同布尔加宁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共过去对南共的态度是错
误的，表示“衷心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的一切芥蒂。
”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错误正面作了系统的揭露纠正，标志着这
个转变期的结束。
会前，苏共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工作报告中，写上了关
于反对个人崇拜、坚决纠正其错误的内容。
大会进行期间，一些代表要求中央具体揭发个人崇拜的后果。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在此情况下，主席团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让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随后，苏共中央于6月30日作了Ⅸ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的必然要求。
否则，苏联党和国家就无法前进，因而这种揭露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
　　但是，暴露和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此重大而长期的问题，必然要产生强烈震动的；加之赫
鲁晓夫的报告罗列斯大林的大量错误事实，用语激烈，感情气氛甚浓，却没有作冷静客观的理论分析
，本人又没有作必要的自我批评，因此难以令人充分理解。
而这些重大问题的揭露，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缺乏思想准备，却被美国搞到秘密报告抢先发表，
掀起反共大浪潮，造成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大被动。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纷纷退党，出现了一时的混乱。
　　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苏共中央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农业加速发展的任务提到重要地位。
苏联30年代集体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下降，长期发展缓慢，中间又经苏德战争的严重破坏，到战后
的1945年，全国农业生产水平只相当于1940年的60％。
1945年至1953年，恢复和发展也不快，第四个五年计划（1948-1952）农业的任务没有完成。
1952年的农业总产量仅达到1940年的99％，1953年才只达到1940年的104％。
改进农业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同年9月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
上，都对改进农业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和规定，包括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物产税和取消对某些财产（果
树、奶牛等）的实物税，代之以一户家庭为单位按人口比例计算来收取现金的做法，大幅度提高农产
品收购价格（提高40％-200％不等），以及一笔勾销集体农庄欠国家的过去未付清的农业税尾数等陈
年老账。
并从1954年起，开始对农业的体制进行改革，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取得了一时的效果。
　　在工业发展的方针方面，意见不一，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3年8月，马林科夫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
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基本投资主要地用在发展重工业和运输系统方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
没有机会来和以发展重工业同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必须大大增加投资，在消费品
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改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不过，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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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人民以粮食、供应轻工业以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
当时，西方的评论将这种政策调整称之为“新方针”。
苏联有一些经济学家接受这种说法，并论证和宣传这种“新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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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克服近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
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
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
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定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
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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