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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和2009年，东方出版中心先后为我出版了《国史札记·事件篇》和《国史札记·史论篇》，有
的读者在见到我时问道：什么时候出“人物篇”？
我一时语塞，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但这事一直在脑际萦绕而放不下。
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觉得写人物不一定写一个人的生平思想的全貌，抓住一个人物一生中的某一点，
即写一人一事，未尝不可。
《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一文，最初起草在2007年，在有了上述想法以后，才下决心按一人一
事的布局来写了。
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陈毅、邓子恢、李
立三、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
这些单篇文章的立足点：主要着眼于阐明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上的主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总之，目的是为了弄清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去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
把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作为附录收入，意在向读者介绍二位历史学家的科学历史观。
    2012年的我，已进入耄耋之年。
《国史札记·人物篇》能在这一年面世，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
    林蕴晖    2011年11月完稿于佛山碧桂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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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史札记——人物篇》是一本研究共和国几十年来若干重大事件的论文集。
作者林蕴晖是多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厚实的档案资料积累和理
论功底。

《国史札记——人物篇》根据19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等中央机构编辑和公开出版的大量文献，领导人年谱、传记、日记及回忆录等，对长期以来共和国史
研究中一些语焉不详或令人困惑的事件和问题逐一进行考证、研究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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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蕴晖，1932年12月生，江苏省丹阳市人。
1992年退休前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七卷，专著）；《辅助建国》（《刘少奇
之路》第三卷，专著）；《共和国年轮——1953》（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合著）；《人民
公社狂想曲》（合著）；《风雨兼程一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
实录》（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21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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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附录：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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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的霸气，不允许有人与他分享权力，就是要按他的设想来指点江山。
    1957年5月，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见到张奚若时，征询张对党的工作有何意见？
张奚若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句话。
后来，毛泽东针对这四句话反批评说：“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厚今薄古，何罪之有？
”    “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
这确实是符合毛泽东自己的性格的。
    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
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总纲中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
毛泽东在8月26日表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后来，在政协会议期间，当有的代表向毛泽东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毛泽东回答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但是，经过短短三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确定要在十五年内使资本主义绝
种。
对这个导致新中国历史重大转变的原因，史家有过不少探讨，权威著作《毛泽东传》有如下解释：    
关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
。
”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第二个变化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
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
展起来。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看问题的话，也还可以找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层面的原因，这就是
要向斯大林证明毛泽东不是“铁托”，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53年斯大林过世以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
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
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
    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原苏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
到原始证据。
但这绝非是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
重要的旁证。
师哲在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
别宴会一节回忆说：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
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
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
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
的那样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
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
。
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    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
大家屏息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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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
    俗话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
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
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1945年，东欧各国最初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制度。
后来所以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大体上是由于美国从1947年执行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从经济上对东
欧各国进行援助达到在政治上离间其与苏联的关系，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
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照抄了苏联
模式。
这种急剧转变的迅速实现，似乎向人们表明，只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经济上有苏联的援助
，就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转变。
    按毛泽东的“倔强”和“一向不服输”的性格来看，中国共产党引为自豪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与
东欧各国有很大的不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
东欧各国在建国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可以向社会主义转变，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政权完全巩固，
经济迅速恢复，公私经济比重已是公营经济占据优势，又已找到了通过互助合作引导个体农民走向集
体化的道路，这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
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
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这个举动，既有征求斯大林意见的一面；也包含有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绝非“铁托”。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表示赞赏，他对刘少奇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
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    如果说，195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抗美援朝，使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看法，那
么中国将开始按照斯大林模式搞社会主义，这无疑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由此可以窥见，在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有计划建设尚待开始的时刻，毛泽东就急于提出向社会主义
过渡，是与他的“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有着某种关联的。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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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蕴晖编写的这本《国史札记——人物篇》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林彪、邓小平、李先念、陈毅、邓子恢、李立三、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
这些单篇文章的立足点：主要着眼于阐明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上的主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目的是为了弄清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去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
把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作为附录收入，意在向读者介绍二位历史学家的科学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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