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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问题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曾经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了注疏。
他指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
可传。
”　　中华民族，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雄踞东方。
古往今来，世事交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　　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
绝的文明。
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
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
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
壮丽史诗。
　　关于中国现代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　　一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
要根据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由此从近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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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
，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
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本卷探讨了粉碎江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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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领导秘书、科研管理、宣传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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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四人帮”的正式形成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的“历史怪胎”。
江青集团就是十年内乱中孕育、产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历史怪胎”之一。
它与十年内乱同呼吸、共命运，随着十年内乱的爆发而崛起，又随着十年内乱的结束而覆亡，成为中
国现代历史上的一道奇异“景观”，一个数十年间耐人寻味的“热点”，一个历史学家亟待深入研究
的“难点”，一个寻常人们热衷议论的“焦点”⋯⋯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这是江青题写在自己拍摄的江西庐山汉阳峰这幅照片上的一首诗。
同时，也是江青精神世界的写照。
　　十年内乱爆发后江青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九大后成为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
在江青的指使下，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江青集团借机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假案错案。
中国公安部原部长王芳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个江青一手制造的鲜为人知的牵涉了一大批公安保卫干
部的重大冤案。
王芳回忆说：　　这个所谓“18号案”，就是当年公安部为查破揭发江青20世纪30年代种种丑事的一
封匿名信，被列为“18号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谢富治又把“18号案”诬指为“反革命黑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　　1954年3月下旬，江青在杭州收到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谈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
、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
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
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
体。
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
们的夫人。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
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
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
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
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1938年9月，扬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
在军部秘书长兼情报处长李一氓领导下，负责搜集各种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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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新四军政委(应为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作者注)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
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
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
供的。
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人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
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
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对江青来说，这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她怎么能忘得了这个扬帆？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上
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
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
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
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
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
而江青后来说了谎，说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
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
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
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
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
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
江青怕他还活着。
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
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
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
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
。
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
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
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18号案件”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
文艺界。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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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于粉碎江青集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动因、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精心
部署、粉碎江青集团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展示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场景，把历史的真实还原
给历史、还原给人民、还原给读者。
使人读后，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历史主动
精神”和重要作用，重要人物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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