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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8月22日，    是父亲九十五岁诞辰纪念日。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    我送给他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以为贺礼。
    十五年后的今年今天，    我写此文以寄托缅怀之思。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场浩劫。
其影响之深，涉及之广，破坏之大，史无前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回首往事，诸事淡薄，唯有心中的感知，仍旧萦绕于怀，不能磨灭。
    父亲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
而“文革”十年又是父亲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
写下父亲的“文革”经历，既是对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顾，也是对那蹉跎岁月的回顾。
    我所写的，不能称作父亲的传记，也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
一时茫然，不知归类，在此权称“感情流水账”吧。
    愿人们随着这感情的流水，回溯往事，在对“文革”的回顾中，感悟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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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对中国前途命运
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分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大动乱的年月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节、胸怀、胆识和智慧，进而引起我
们对“文革”浩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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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榕，以名萧榕，幼名毛毛，1950年生于重庆市。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大革命”中在陕西省陕北地区农村插队。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八十年代初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任随员和三等秘书。
回国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多年从事议会政体及立法工作的研究工作
，曾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妇女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和平、友好与发展委
员会副主席，北京国际音乐节执行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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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1多事的1966年 2祸起萧墙 3炮打司令部 4批判刘、邓 5向“走酱主义道路物当权派” 6打倒刘、邓、
陶 7秋日的悲凉 8狂涛中的一叶孤船 9“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0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1恐怖的五月
12天降横祸 13“邓小平专案组”舞台演逻始末 14“九大”与“继续革命” 15战备疏散 16孤独的南行
座机 17初到江西 18劳动生活 19回家啦！
 20飞飞回来啦 21不变中的变数 22庐山会议风波 23不安定的“平静日子” 24朴方的遭遇 25皇天不负有
心人 26峰回路转 27江南春来早 28对极左做法的纠正 29解除禁锢上井冈 30故地重游 31再见了，步校 32
复出工作 33坚持“文革”路线的党的十大 34进入军委、政治局 35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 36一场恶
战 37四届人大“组阁”斗争 38意味常任长的四届人大 40全面整顿的序幕 41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42
全面整顿 43全面整顿三个文件 44伟大成就 45“评《水浒》”与最后的周恩来 46恶人先告状 47艰难时
日 48悲壮的殉难 49“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50伟大的四五运动 51“两个决议”和邓小平的两次被
打倒 52波澜不惊 53天怒人怨 54一人伟人毛泽东的逝世 55彻底粉碎“四人帮” 56光辉的复出 57结束语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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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
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就事论
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后，毛泽东对
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
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
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
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
为党的接班人。
这一点，刘少奇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做法，刘少奇
、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钝”，注定了他们将从
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
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
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
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
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
”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
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
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
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
6月1日以后，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
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
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
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
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等，正式披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
。
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
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
样做。
”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
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
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
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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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0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
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
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
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
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
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
防队救火一样的快。
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
驭。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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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对中国前途命运
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分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是“我的父亲邓小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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