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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第2编）》以平实的笔触记录了1949～1980年间党和国
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作者大多是亲历者、见证人，在再现一个个惊心动魄场景和叱咤风云人物的同时，客观冷静地表露了
自己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要目：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召开八大前后片段回忆；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林彪的卫士长不得不说；周总理在
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冒险上书——向毛泽东揭发迟群的前前后后；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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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海文，1943年12月生，山西临猗人。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到黑龙江省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后任中学教师5年。
1978年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工作，任副组长、研究员
、《周恩来年谱》（上）副主编。
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
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百年潮》副主编。
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100个真实的故事》、《彭真
市长》，合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世纪对话——忆法制奠定人彭真》等十余本书
，撰写《审理两案的历史过程和经验》等三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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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终生难忘的开国大典转播工作秦城监狱的由来召开八大前后片段回忆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赫
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大跃进”在安徽毫县赫鲁晓夫与毛泽东1959年10月2日会谈记录从布加勒斯
特会议到莫斯科会议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林彪的卫士长不得不说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
告之后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冒险上书——向毛泽东揭发迟群的前前后后粉碎“四
人帮”的实施过程临危受命，稳定上海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审理林彪、“四人帮”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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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地址在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故也称功
德林监狱。
这座监狱是民国4年（即1915年）建造的。
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
我当时在华北社会部二室任审讯科长，审讯科有三个看守所，分别由蒋孚民、田世昌和白世栋担任所
长。
我们押解着300多名犯人从河北平山县进入北平，进京后审讯科及看守所就设置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
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这座监狱当时是由两个部门管辖，犯人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军区军法处关押的犯人；另一部
分就是我带领审讯科管的犯人。
犯人们由两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东西监房内，各自管理。
办公室也是一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各自办公。
1952年，军法处搬走后，所有房屋全部移交公安部一局四处（执行处）。
在“功德林”，我们面对的是简陋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同时担负着繁杂的和大量的工作任
务。
审讯室就设在监房，家属也跟着我们居住和生活在监房。
1952年我们在“功德林”的大墙外边盖了一部分简易平房，作为监狱干部的家属住房。
但由于数量很少，有一部分干部和家属还得住在监房中。
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犯人也陆续增加。
除了我们审讯科入城时带进的几百名在押犯以外，以后又先后收押了一些“三反”、“镇反”等运动
中清理出来的犯人以及一些专案犯人，监房愈发显得紧张。
1954年以后，全国六个大区的战犯管理处撤销，全国除保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外，主要战犯多集中在北
京的功德林监狱。
此外，在这里还收押了一些外籍犯和特殊犯人。
因此，当时犯人的管理问题成了预审工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而首先急需解决的就是监房拥
挤和管理上区别对待的问题。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我们所接管的功德林即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是不合格的。
整个监狱从结构到设施都非常不合理，处处都是为摧残人犯而设置的，体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虐和
不人道的本性。
在这座监狱里没有放风场地，没有审讯室，也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厕所都没有。
每个监舍的面积很小，还不足二平方米。
为防止犯人逃跑，整个监狱的外形呈八卦形，每个八卦角是一栋监房，全部是砖木结构，监舍的出口
很少，每扇门都设在“八卦”的角上，反锁着，地面铺的青砖，监舍阴暗潮湿，再加上年久失修，几
十年来风风雨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每逢刮风下雨，我们更是为犯人的人身安全担心，甚至在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稳，半夜常常跑到监房里
去查看情况。
当时，很多要犯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犯人身体虚弱，如果管理不好，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
这方面的工作是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是讲政策的，讲人道主义的。
而“功德林”的状况和条件远不能体现出这些，远远达不到党对犯人改造和管理工作的要求，这样的
监狱是不能再维护下去了，我们确实需要建造一所能适应新中国公安工作和体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现
代化监狱。
新监狱选址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们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要去解决。
特别是美蒋反动派还很猖狂，空投特务、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时有发生。
针对当时的形势，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确定了建造新监狱的原则：监狱不要建在北京城里，离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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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远些，可以建在郊区或更远些的地方，甚至可以靠近山区、大同或内蒙古等边远地带。
1955年秋，我当时担任公安部直属一处处长，主管预审工作。
根据罗瑞卿部长的指示精神，我和当时的办公厅副主任于光文及秘书朱慧开始了为新监狱选址的工作
。
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监狱最合适，当时我们心中还是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决定先围绕北京城外的东、南、西、北方圆几百里去实地考察，哪里合适就选定在哪里。
我们三个人每天清晨出发，带上干粮和两暖瓶茶水，乘吉普车在漫无边际的京郊大地上苦苦寻找着、
观察着，这种寻找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我们的行动是明确的，无非是远离京城的郊外或山区，以
及有山有水又交通便利的地方。
我们首先奔向北京南郊的周口店一带，走遍了周口店周围十几里的平原，以及方圆二三十里以外的平
原山丘，凡是吉普车能开进去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一漏过。
就这样我们漫山遍野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理想的地方。
随后，我们改道奔向京郊的西山一带。
在六爷坟周围，我们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址，这里山水幽幽，景色宜人，山上长着巨大成林的白
皮松，山脚下是开阔的平原，绿草茵茵。
这里的水质也很好，交通也比较便利，确实是建造监狱的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
我们当时很高兴，马上报告了部领导。
为此，徐子荣、杨奇清副部长等领导都相继亲临此地视察，也都感到满意。
但后来将要具体运作时，北京军区的领导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们认为公安部在这里建造监狱距离军区的设施太近，不同意我们在此地施工建监狱。
无奈，只好因此作罢。
我们继而又转向京城北面的回龙观地区，继续为新监狱选址。
经勘察，这个地区的土质很差，多是很厚的沙土层，这种土质不利于打地基，只好放弃了。
经过大半年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秦城。
此地位于北京西北远郊的昌平县境内，坐落在燕山脚下，与十三陵相连。
南面是天然温泉小汤山，东邻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四通八达的大汤山。
此地远离城市，一面依山，人口稀少，地理环境适于犯人的改造和关押。
虽然当时比较荒凉，遍地荒山野草，野狼出没，但自然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这里的交通也比较便利，几条公路通向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
我们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认为此地建造监狱是很合适的，后经罗瑞卿部长拍板，决定将公安部的直
属监狱建在秦城。
并因地名而将这座监狱称为秦城监狱。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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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第2编）》是多位当事人的回忆，涉及1949～1980年间
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情节波谲云诡，人物错综复杂，重要的是作者客观冷静的诠译。
作者大多是亲历者、见证人，在再现一个个惊心动魄场景和叱咤风云人物的同时，客观冷静地表露了
自己的见解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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