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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
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
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
我是‘三落三起’。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　　追溯历史，需要从林彪事件的发生说起。
1971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
在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林彪，
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谋杀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乘机外逃，叛党
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荒漠的严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整个世界，震惊了全党全国人民，也震惊了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进行
深刻的反思，并由此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局部的纠正。
从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到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抱多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克服“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组织、外交
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由林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恶果，作了坚忍不拔、坚持不懈、坚决果断的努
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提供了契机。
　　1973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急需用人之际，毛泽东想到了起用“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
邓小平，周恩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当代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
　　经过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的全力运作，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返回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十年内乱造成的国内动荡，国际上苏联霸权主义百万大军虎视眈眈，党内有“四人帮”肆意捣乱的
严峻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把主持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大权、把党和人民的期望、把治国安
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放到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肩负着毛泽东、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厚望，在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以后，以他一
贯的干脆果断、雷厉风行、勇于负责的作风和“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造成
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无私无畏、奋不顾身的全面整顿：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
开会议，批评江青，使这个自1966年以来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居、动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
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四人帮”头面人物，大煞了威风。
“四人帮”由此转入颓势，全面整顿的契机开始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智慧，采取了以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指
示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高明方法。
他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汇集在一起，加以概括提炼，提
出了“三项指示为纲”。
其核心是在实际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实质上的“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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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全面整顿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迅猛展开。
铁道部部长万里一马当先整顿铁路系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创造了全面整顿的先进经验。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全面整顿科学院，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受到科技人员和
干部职工的齐声称赞。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迎头痛击“四人帮”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帮派势力，全面整顿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
工业部，大见成效。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受命整顿教育界，与“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帮派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
效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
在全国各个领域，还有大批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样的“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顶
着“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压力和干扰破坏，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各个系统、各个方面
的全面整顿之中。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
央军委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对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整顿，端正思想路线，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压缩军队编制，调整各大单位领导
班子⋯⋯这些重要举措，为一年多以后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
的条件。
　　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思想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得到了高度重视。
为此，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有关单位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
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稿，对“四人帮”在思想领域、理论领域、科
技领域、工业领域的谬论邪说，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批判。
通过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为恢复十年内乱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艰
苦卓绝的斗争。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呈现出螺旋形发展的趋势。
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大的曲折、小的曲折，大的漩涡、小的漩涡，大的风浪、小的风浪，总是会经
常发生的。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
这就引起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发迹的“四人帮”集团的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
他们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水浒》运动，发表含沙射影的评《水浒》讲话，诬蔑、诽谤、攻
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攻击全面整顿“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由此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滔天恶浪，把邓小平打成了“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
然而，中国人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早已认清楚“四人帮”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
色。
在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之际，首都人民自发地走上天安门广场，向“四人帮”发起了响遏行云、
震天撼地的英勇反击，表达了中国人民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烈愿望。
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
于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进行的全面整顿。
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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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
九七四年到斗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抒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
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
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中国改革的前奏》反映的就是这段跌宕起伏、撼人心扉的历史。
《中国改革的前奏》是作者从事历史研究20余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观点鲜明，史料准确，史实生
动、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真实地反映了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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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月13日、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你们
商量了吗？
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太久了就不太好了⋯⋯我看要招呼各地的政委要欢迎，机关干部找300人，不要太多
，军事机关、地方都要欢迎，不然就会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要互相介绍一下吧！
　　毛泽东又说：　　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毛泽东还两次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互相调动这个办法
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下去了，就调到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作者注）。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
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指邓小平——作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外表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难免要犯错误。
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只能当老百姓。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
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在讲话中说：　　你（指许世友）现在也看《
红楼梦》了吗？
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他那是把真事隐去，是假语村言写出来的，那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真事不
能说，实际就是政治斗争。
“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其政治内容的。
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
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许多文学语言。
你就只讲打仗，以后搞点文学吧。
《晋书．刘元海传》中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随、陆就是汉朝随何、陆贾，绛、灌是周勃、灌婴。
我把那个“鄙”字改为“恨”字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那个周勃呢，能打仗，有战功，可厚重少文。
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
再看五遍。
还有那个《水浒》，也要看。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
后来接受了招安，当了投降派。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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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说：不怕，把他们消灭就是了。
）不怕啊！
你就作周勃嘛。
你还是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在12月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再次讲道：朱德是“红司令”。
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
我要负责呢。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
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
我赞成他。
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
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吧。
”　　从毛泽东这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了高度评价，寄予了深切的期
望，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其目的是为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党内职务和军队职务制造舆论，创造条件。
例如：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说：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
，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我们请了一个总参谋长叫邓小平，有些人怕他，他办事比较果断⋯⋯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军区司
令员们表示自己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高度评价，说：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是政治局请回来的
。
人家有点怕你，我欢迎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中，还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作了充分的动员，多次倡
导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
胜利。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
搞久了油了呢。
”毛泽东对大军区司令员们说：“你们都是司令，是各路诸侯，兼职太多了，在一个地方干得太久了
，有诸多不便。
”毛泽东逐个询问了大军区司令员们在现在大军区的任职时间有多长，当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答
，在武汉军区任职6年多时，毛泽东说：“是啊，你们在一地，最短的也有6年了，到处可以革命嘛，
要常来常往嘛，把你们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你们不要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了，集中精力把军队
搞好。
你们回去立即行动，不要带人多了，明年元旦消息见报，热烈欢迎欢送。
”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　　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
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
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开一
个军委会议。
同时毛泽东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应当注意一些什么事宜，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毛泽东还专门对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
十大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说：你在北京军区搞的是不那么久，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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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你是陪绑的。
毛泽东还以他特有的大政治家的含蓄与幽默，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
　　在研究、部署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包括有部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
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讲解歌词时，要求大家一
切行动听指挥。
毛泽东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刚到一个新地方，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大家慢慢来，就会顺
手。
与会同志对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都表示坚决拥护和赞同。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8日召开由有关大单位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
的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主席的讲话。
大家都认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加强军政团结
，加强军民团结很有必要。
12月22日会议结束时，叶剑英副主席作了会议总结。
毛泽东主席要求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大军区司令员到新的岗位任职。
每人可以带10名以内工作人员。
　　毛泽东提出让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具有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文化大革命”中，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简称“三支两军”）任务，对于稳定地方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也由此介入了地方的派性纠纷，甚至有的把地方上的派性带人了部队，影响了部队的统一和稳定
。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大军区机关受到地方、军内群众组织的“冲击”，结下了许多恩恩怨
怨。
三是许多大军区负责人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一二十年，身边都是老关系、老部下、老熟人，遇事掣肘
，不利于工作。
四是当时苏联霸权主义在中国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
毛泽东在提出“要准备打仗”的同时，让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有利于熟悉更多的部队、熟悉更
多的社会环境、熟悉更多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
总之，正如毛泽东讲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了，不太好。
换一个新的环境，有利于打破“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的缠绕，有利于避开“文化大革命”中造
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有利于打破多年来形成的老关系、老部下、老熟人的掣肘，有利于
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面貌，放开手脚干工作，一心一意干事业。
这实际上也是开了20世纪90年代所提倡的干部交流的先河。
所以，要说大规模实行干部交流的源头，最早还要溯源到毛泽东提议八大军区司令员们互相对调、实
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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