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历史 中国1975-1976>>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见证历史 中国1975-1976>>

13位ISBN编号：9787543855359

10位ISBN编号：7543855356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树军 编

页数：4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历史 中国1975-1976>>

前言

　　时间跨入1975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走过十年历程，形势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毛
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鉴于他们病重，提议重新起用邓小平。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它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也开始了改革开放
的试验。
　　整顿铁路运输是全面整顿的起点。
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强调铁路部门要把党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
作的纲，铁路整顿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整个铁路大动脉开始“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
。
随后钢铁工业、军队、军工、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在全同各地迅速展开。
谭启龙(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主任)、铁瑛(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
副主任)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抓全面整顿批派性斗争的艰难历程。
刘华清关于中国科学院的整顿的回忆再现了邓小平力挽狂澜全面整顿全国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调整对
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风采。
　　为配合全面整顿工作的宣传，1975年6月，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正式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1975年整顿中，作为邓小平的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于光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在回忆中讲述了这个机构成立的经过、几个负责人的分工，以
及所做的主要工作。
　　正是1975年的整顿唤醒了全国人民空前的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
但正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重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并见到成效时，“四人帮”借毛泽东同意评论古典小
说《水浒》之机，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逐步将这场斗争公开化。
这样，正义与邪恶的公开较量势在必然。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毛泽东武断地认为，刘冰等人的信矛头是对着他的，还以邓小平转交了刘冰等人的信为由，批评邓小
平偏袒刘冰。
刘冰等人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
刘冰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两次上书毛泽东的经过以及自己对此事的认识。
　　吴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
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的回忆讲述了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
四人帮”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
　　邬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警卫值班室副主任)回忆了江青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
一些丑恶表现。
　　就在“四人帮”猖獗之时，令人心痛而又令人欣喜的1976年来到了中华大地。
　　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
这两个数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恰好正处于其壮年和青年的关键点。
而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正处于其发展的关键点呢！
然而，这一年，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家、我们的人民却要承载其前所未有的巨大悲恸，也是在这一年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巨大喜悦。
　　这是中国历史上令人心痛的一年。
我们这一辈人是听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的名字长大的。
但在这一年，我们却相继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失去了伟大的领衲和导师毛泽东主
席。
那时我们还年幼，对国事、党事尚懵懂不知；那时，只记得一年之中人们臂上的黑纱刚刚摘下，又戴
上，再摘下，又复戴上；人们胸前的白花刚刚取下，又别上，再取下，又复别上。
那时，据说北京市的黑布和白纸都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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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朱和平(朱德的孙子)、周福明(毛泽东的理发员)在各自的回忆中，
深情记录了三位伟人生命中的最后日子，读后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这是人民觉醒的一年。
这一年，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
向天安门广场。
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寄托着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
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万分忧虑。
清明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
动。
吴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回忆中记述了亲历“天安门事件”的处理
过程，纠正了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这是祸从天降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的国家遭遇了“20世纪全球十大灾难之一”的唐山大地震。
这一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瞬间毁于一旦。
但“唐山无泪”。
当大难和悲剧突如其来降临时，唐山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在全国人民特
别是人民子弟兵的支援和帮助下，以顽强的生命力自助自救，与灾害抗争。
唐禹民(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张广友(新华社记者)都在地震当天赶赴现场，他们从不同角
度记述了惨不忍睹的灾情，以及当灾难猝至时中华民族所表现的万众一心、共赴危难的感人情景。
　　这又是人们再获解放而欣喜若狂的一年。
这一年的金秋十月，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
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
经过这场大搏斗，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除掉“四害”，人民大解放，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
祖国大地，前程无比灿烂。
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作为当时参与组织实施抓捕“四人帮”具体工作的见证人之一，在回
忆中如实记述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读后令人惊心动魄。
　　这两年，要记述的重要事件和再要人物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仅仅从亲历者的角度，撷取其中比较
重要的回忆，结集成册。
当然，记忆难免有误，因此，我们采取旁注形式对明显不准确的地方给予注解，同时，为了使人们能
更深入地了解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有关背景，我们又以相关链接作为补充。
希望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能给予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以一定的思考。
　　时光转瞬即逝，但历史却不能忘记。
1975-1976年所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所涌现的那些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仿佛一幅幅生动
的历史画卷，注定要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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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申国人民心中的天塌了，也许是祸不单行，
连上天也发出怒吼，天崩地裂。
重工业城市唐出发生了大地震。
但正是这一年，藏在老百姓心中的火山终于在清明节爆发了，人民群众怒集天安门，追思总理，痛斥[
四人帮]，正是这年的十月，中国政坛发生了大地震，天怒人怨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从此历史被
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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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军建设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长远规划。
　　我在海军和国防科研部门呆了20多年，一直关注海军建设，接触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尤其是
重回海军后，看了大量中外海军建设的书籍史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也形成了不少新的认识和想法。
我曾多次主持或参与搞过规划、计划，遗憾的是，海军这个时期先后编制了三个规划，开始两个我参
加了，后一个不让我参加，有些情况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时，我对后一个“规划”的基本看法是：指导方针混乱，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急于求成，重
生产、轻科研。
时而大计划、高指标；时而降低要求，不敢采用高新技术，迁就落后。
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
因此。
势必丧失许多宝贵时机。
　　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针对中国海军建设讲了一段话。
毛主席说：“讲到海军，我们恐怕是不行⋯⋯比如造船，听说我们本来还可以多造一些⋯⋯现在一些
大国欺负我们⋯⋯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
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
”　　看到毛主席的谈话，我觉得这是好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从长远考虑造船和海军发展。
1970年秋天，海军让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编制“四五”规划，指定周希汉和我组织六机部、七院、
三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编制。
我们提出了编制方案，经海军党委常委讨论于12月20日上报。
　　这一方案提出了海军装备建设的方针。
可惜由于1971年中央军委以及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领导成员有较大变动，这个“规划”没有研究．也
没回音，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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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见证历史：中国（1975-7976）》以1975-1976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从亲历者的角度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内幕。
全书采取旁注形式对明显不准确的地方给予注解，同时，为了使人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在这一年里发生
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有关背景，我们又以相关链接作为补充。
希望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能给予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以一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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