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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
共同富裕。
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
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要是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
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一九四九年
至二○○○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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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冲及教授，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
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
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
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
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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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第
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
命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
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第十三章　和
平建国希望的破灭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第十六章　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
曲折中前进（下）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动乱（下）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第
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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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一九六六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的元旦献词，写道：“我国
各族人民，满怀无限的喜悦，决心在这新的一年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伟大的成就
，使新的五年计划旗开得胜。
”这个新的五年计划原来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它的编制工作早已开始。
这年四月十七日，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一个《关于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汇报提纲》，指出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
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提纲》提出修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草案的补充设想：一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
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二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的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
上去，扶持社队工作，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已成过去。
人们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上。
这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在经过五年调整后迅速发展。
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钢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七，原煤增长百分之十
二点六，原油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四。
发电量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三，棉纱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六，化肥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三。
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都在这个时期创出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生产在上半年就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拿全年来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其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棉花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生猪存栏头数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水产品增
长百分之四，植树造林面积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正当大家为国民经济渡过难关、重新出现大好发展势头而倍感兴奋的时候，一场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
想到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突如其来地席卷全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
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害。
这场政治风暴的性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
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运动开始后，党及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
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
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
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
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
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存着。
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青年和许多领导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
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顽强奋斗，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虽
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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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对外工作取得巨大突破，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是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
会主义道路。
但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楚。
“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
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
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
”“‘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
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
”这种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本来是行不通的，但对此持有怀疑或不赞同的主张却
被他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
这就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
就是他常说的“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
他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
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
的严重不信任。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
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
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
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
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
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
”薄一波在信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
争的缘故。
”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
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
增强他那种紧迫感。
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
前引他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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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便是一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
威”，不是偶然的。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
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
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
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谁认真想过？
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
在上层，尤其是中央。
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
。
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
他在一九六四年底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
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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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转折年代一一中国的一九四七年》那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主要的理由已经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后记中想再说说个人方面的一些因素。
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想这样做。
我是在满七十五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
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
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
这样写了两年多。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
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我生活了超过七十年。
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
历史。
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
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
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六十一年。
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
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
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
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
西可以利用。
这样，便下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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