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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以周恩来在1967年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危机中的应对、苦楚
及其心路历程，全方位地展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党
、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不朽贡献，揭示出周恩来这位中华民族优秀儿子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
作者陈扬勇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
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
一定的新意和深度。
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
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
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
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是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也是
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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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扬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参加过《周恩来》等的撰稿；撰写或编写的主要作品有《周恩来外交风云》、《周恩来生平》、《共
和国的象征——国旗、国歌、国徽》等。
另有历史纪实作品和各类论文几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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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1卷2卷3卷4卷5卷6卷7卷8卷9卷10卷11卷12卷13卷14附录 周恩来1967年大事记    ——节选自《周恩来
年谱》(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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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67年1月6日，对周恩来来说，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继日、彻夜难眠的一天。
    从凌晨3时至6时，周恩来先后找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和南京的学生、工人代表谈话，解决南京问题。
南京武斗，打得不可开交，铁路断了，市内交通也断了，市内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又报：以部队在京院校为主，加上清华大学“井冈山”
等20个单位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明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斗争大
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
周恩来又赶紧找有关人员做工作，劝阻揪斗贺龙。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为了揪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谎报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伤送进了医院，把王光
美骗出了中南海，挟持到清华大学批斗。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秘书孙岳等赶到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来为解决南京问题两次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通电话。
    晚7时半，周恩来约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几位副总理谈工作。
    晚十时，再次接见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解决南京问题。
    中途，文教系统的造反派冲中南海，要揪陶铸，周恩来被迫中断谈话，赶往中南海西门劝阻、说服
。
    之后，又回来继续与南京学生、工人代表谈南京问题，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状态。
还仅仅是根据当时秘书记下的工作台历，不排除还有没能记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一天，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
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
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它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全国的建设。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来的倡导下，有过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全国一盘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
援全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上海的局势。
    1966年9月10日，还是在红卫兵串联刚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
士”大会上，对即将去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告诫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
，关系到我们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
全国建设的许多东西要靠上海供应，上海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生产任务很重。
你们去上海串联，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
他们派聂元梓到上海活动。
聂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开叫嚣：“上海市委是黑帮”，“打倒上海市委”。
    对此，上海有关领导给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给上海市委打电话，明确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全体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
他说：上海有的人问我，是不是我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
过。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黑帮、不革命的。
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字，否则，容易误伤，容易扩大。
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来当着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对上海市委的看法。
    这天，周恩来与江青一起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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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提问：总理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是给上海市委打过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
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
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
我已讲过多次了。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声。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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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者陈扬勇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
上，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
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
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
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
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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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陈扬勇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多年，本书是在他参加撰写《周恩来年谱》有关部分的基础上，
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写成的，读起来文字活泼，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
全书以周恩来在1967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
的年代里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以及他在维护党的团结大局、稳定军队、苦抓经济、维系外交、保
护干部等方方面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了周恩来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与林彪、江青
一伙不屈不挠的艰辛斗争，史料翔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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