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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台前幕后，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交锋。
该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三次思想解放的过程，贯穿一条防“左”反“左”的主线，对中国
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局面进行深刻剖析，是一部震颤人心的改革开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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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立诚， 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
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凌志军，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8226;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
”。
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
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
他拥有广泛的读者。
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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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次思想解放　　一石激起千重浪——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　　引言　粉碎“四人帮”阴霾仍
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是“左”
还是右　　还嫌姚文元不“左”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　　“两个凡是”出台　　世纪之交回眸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叶、
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急火攻心“洋跃
进”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十一大的遗憾　　新中央军委令人瞩目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解放
思想实现伟大转折　　新明星胡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历史雄文
精华何在　　风暴来临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
”　　斗争白热化　　胡耀邦奋起反击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　　孤独的《红旗》杂志　　《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　　陈云仗义执言　　“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其他重
大决定　　华国锋作检讨　　让大家放开说话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
转折　　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思想解
放带来人的解放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推翻“两个估计”　　右派分子重见天日　　为地主富
农分子摘帽子　　放开其他政策　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　　中国诗坛大爆炸　　“伤痕文学”登
上文坛　　《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引起轰动　　美术新潮令人目眩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喇叭裤、披肩发和迪斯科　　朱逢博和李谷一的风波　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　　小岗之夜惊天动
地　　万里：我走独木桥　　邓小平一锤定锣音　　包产到户节节前进　　人民公社解体　　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　经济生活新词汇：特区　政治体制改革起步第二次思想解放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
冲破姓“社”姓“资”　引言　姓“社”姓“资”搞得人心惶惶　　姓“社”姓“资”登台　　焦虑
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　　围剿皇甫平，大问姓“社”姓“资”　　纠缠姓“社”姓“资”要害是否
定改革　　“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　　“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　　否定邓小平理
论的一篇奇文　黄钟大吕压倒瓦釜之鸣　　邓小平南方谈话震动全国　　中国经济鲤鱼跃龙门　十四
大开辟新纪元　　北大教授为何跳楼自杀　　十四大：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历史选择了市场经
济　实施“软着陆”推动改革深化第三次思想解放晴空排云上碧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引言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　　中国改革的新乐章　　“左”倾思潮没
有纲领　“公”与“私”：老问题成了新枷锁　　第一份“万言书”：把“社”与“资”变成“公”
与“私”　　京师震恐　　私营：政治气象中最敏锐的晴雨表　　市委书记说，计划体制我搞了几十
年　　温州再遭大批判　　为什么要指责“1992年以后”　“反演变”：要不要多一个“中心”　　
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
平演变”为纲　　外资是不是一条“狼”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主义到90年代的民族主义　　中
国能不能养活中国人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　　1996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　　对苏共垮台的
再认识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江泽民说，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三份“万言书”
：“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1995年　　冲击之一：不能再享有贷款负
利率　　冲击之二：欠债还钱　　冲击之三：不能再为仓库生产了　　“流失”和“消失”，哪样更
坏　　局外人要破产，局内人怕破产　　“无产”与“有产”　　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
”与“不改”　　改革改了16年，还是“试点”　　从金钱到人性从人性到理性　　朱镕基洒泪为商
鞅　伟人身后“狼烟”四起　　失去伟人的中国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道德
复苏运动席卷全国　　口诛笔伐厉有为　　有人说，预言“极‘左’回潮”是诅咒党中央　　“新左
派”说，把“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因素”制度化　　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宪法不会对改革
说“不”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左”倾思潮的最后一搏
吗　　不想争论也不行　　外国人争说“谁上谁下”，中国人惊问“姓公姓私”　　李鹏：十五大是
又一次思想解放　　1997年秋季的人心向背　　新思想与新理论结束语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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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粉碎“四人帮”阴霾仍未散“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
费了8000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
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
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
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
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
，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
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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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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