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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不仅推倒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经
济体制，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开辟了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更以它的成功实践推动人们
解放思想，冲破种种传统观念的樊篱，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这些关
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走出近
三十年的曲折和坎坷，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改革的光辉成就震惊了世界，其实践成了国内外政治家、学者研究的一个世界级的热点。
本书作者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亲历了改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记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
经过近三十年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他的著作自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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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大斌，回族，出生于安徽淮北农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嘹望》周刊原总
编辑，曾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国记协理事。
作者长期从事农村报道，较长时间在农村“蹲点”调研。
粉碎“四人帮”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报道
的组织工作，参与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报道。
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调研。
著有农村改革系列评述集《中国农业的崛起》，评述当代农村发展、改革的三部曲：《从合作化到公
社化——中国农村“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大寨神话——“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和衰落》
《饥饿引发的变革——农村改革实录》；研究“台州现象”的专著《推动力》；还出版了长篇小说《
奔腾的东流河》，中短篇小说集《春雪》，散文集《高山草原行》《庄稼花》及《乡里故人》等文学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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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两年徘徊：农村命运难卜——改革前夕的中国农村大势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的巨大
影响　农业还要继续“学大寨”吗?　“继续革命”，农民还经受得起吗?（上）　“继续革命”，农
民还经受得起吗?（下）　一张显然开错了的药方　实践检验，“学大寨”运动危害显现二、安徽、四
川一马当先冲破“左”的樊篱——从落实政策入手探求改革之路　安徽“六条”：农村变革的第一声
号角　万里说：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大天灾更激发图变豪情　“天府之国”也从清理政
策寻求出路　人心所向变革已成潮流三、深人揭批，“左”祸无处遁其形——为改革扫清道路　以民
为敌，“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　欺世盗名，假“大寨县”祸害百姓　天怒人怨，农民齐声愤怒质问
　中央批转两个案例，推动农村揭批热潮四、“学大寨"运动终成众矢之的——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一场罕见的“反击”闹剧　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再搞“大跃进”　媒体与“学大寨”运动唱了一出“
对台戏”五、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农村历史新阶段——改革洪流冲决“左’’的堤防　改变了中国农
村、农业和农民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之门　为害多年的“左”倾错误终被改正　
“左”祸陷入全民声讨的汪洋大海　肃清“左”的流毒绝非一日之功　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　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莫把“开头”当“过头”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六、农村改
革进入体制变革新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兴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家庭承
包责任制为什么首先在皖北出现?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发　“张浩来信”风波　“张浩来信”风波的
幕后七、跨出关键性的一步——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　乘“借地渡荒”之机“包产到户”
“死灰复燃”　皖东大地“包产到户”“满园春色关不住”　最关键的一步：“包干到户”的兴起和
发展　拨开“迷雾”看小岗　“包产到户”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争论，八、体制改革最终取得全面突破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建立　邓小平表态支持农村改革　一次影响全局的重要会议　“包产
（包干）到户”迅速向全国扩展　领导干部到实践中去提高认识　家庭承包责任制终于席卷神州大地
九、改革不断深人、全面推进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　人民公社体制彻底瓦解　
改革使国有农场走出困境　林、牧、渔各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改革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农民走向广
阔的新天地尾声：农村改革任重道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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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两年徘徊：农村命运难卜——改革前夕的中国农村大势　　1977年秋冬之间，在中国农村改
革历史上，是一段极不平凡的日子。
这时，安徽、四川两省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
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这年11月，北京城里却正忙着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
会”。
这次座谈会布置的是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推行“左”的错
误。
两种做法相比，落实党的政策的只是局部地方的行动，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则
是中央的溉定方针，这与“两个凡是”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发动的，当然要继续推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仍然不能摆脱“左”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
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两个凡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1977、1978年两年间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史称“两
年徘徊”。
　　两年徘徊期间，中国农村正处在是进行改革还是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十字路口上。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的巨大影响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使这
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帮派集团覆灭。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心大快。
1976年10月的北京，红旗飞舞，欢庆游行的人群如潮，人们称这是“金色的十月”，“胜利的十月”
。
人们在欢呼，人们更在企盼，希望尽快解决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国大乱”带来的各种问题，
如平反遍于域中的各种冤假错案，恢复、发展陷于破产边缘的经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人们发现各项清理、纠正错误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平反“文革”
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进展缓慢。
而这一切不顺利又都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人的指导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两个凡是”这个口号是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胡耀邦对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有一次重要的谈话，胡
的谈话被人称为新时期的“隆中对”。
谈话的中心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胡耀邦指出，什么是人，我说有三条：第一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条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他要叶选宁把这话带给叶剑英，也设法告诉华国锋。
但是，华国锋等却不积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还要“继续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就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今后还要继续批。
同年12月，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又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
当批判。
但是，全国人民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华国锋、汪东兴等就抬出毛泽东主席来“压”
，于是便出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
件抓住纲》。
社论指出，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
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发表这篇社论表明，华国锋等要继承毛泽东“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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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纲”，社论解释道，“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
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
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主流，就是当前的纲。
”关于“治国”，社论说，就是“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
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
”　　“抓纲治国”口号的提出，表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继续执行毛泽东生前所确立的
政治路线，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路线。
　　这篇社论的定稿送到中央宣传口（当时中央宣传部尚未恢复）时，负责人耿飙看了稿子之后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
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①　　就在这篇两报一刊的社论中，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在政治上坚持“左”的错误的同时，华国锋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又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
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
国民经济发展上又出现了脱离国情、一心求快的“跃进”。
比之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其指导思想一致，但又有新的特点：把希望寄托在举外债引进
设备、技术上来实现快速发展，故被史家称为“洋跃进”。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一
系列高指标，要求到本世纪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中要求农业要
按照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规划在1980年实现机械化。
这些高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计划，被比喻为让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前后两年多时间，先
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大（1977年8月12～18日）和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2～3月）。
两次重要会议本应深入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
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这两次会议没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够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左”的错
误，其主要原因是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左”
的错误。
“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两年徘徊”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农村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改革必然
要经历曲折，注定要冲破重重阻力，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两个凡是”遭到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一时间质疑、反对之声四起。
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
邓小平不负众望，他一出手就抓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两个凡是”强调一切按毛泽东的指示办，其实质是把毛泽东当成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把毛泽东思想
当成教条。
这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是捍卫而是歪曲。
1977年4月10日，即2月7日那篇有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两个月之后，邓小平尚未“出山”，就毅然给
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
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①　　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其批判的矛
头直指“两个凡是”。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提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
央的考虑和安排。
”②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一次谈话中，又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说：“前
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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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
情理’的问题。
”③“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
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
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④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持斗争，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
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就在决定恢复他的工作的这次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在第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站起来
”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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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对小平：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
　　胡耀邦：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靠农民的积极性。
集体经济办不好就没有什么优越性。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人民公社“左”的错误的否定。
　　安徽、四川一马当先冲破“左”的攀篱。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农村改革之门，冲破阻力的主力军是农民。
　　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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