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2814

10位ISBN编号：7801702816

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汪文风

页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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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作者的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
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使《天安门革命诗抄》广为传播，也使“
童怀周”的名字响遍全国。
因此，他受到“四人帮”的追查。
粉碎“四人帮”　　后，他又因此成了中纪委委员，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
兼审讯组长。
历史责任感使他拿起笔来记录下这一段经历，记录下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一段珍贵的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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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是“童怀周”小组成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简称“两案”）办公
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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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前言一、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汉语教研室主任，突然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对此院党委不知情，本人也不知道。
这个当选者就是汪文风／ 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错把汪文风念成
江文风／邓颖超会后把汪文风留下谈话／二、十年的周旋“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是非颠倒的现象
／江青等人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
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1969年7月，周恩来总理五次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清晨，天还未亮，周总理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林周总理逝世后，当“四人帮”阻挠人们悼念周总
理时，沉寂的火山爆发了／“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四人帮”在全国追查参加者／纪念民总理
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逼近了，汪文风等人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油印了近二百份，题目为《天
安门革命诗抄》／写诗的人、选诗编诗的人很多，他们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一“童怀周”／三、
着手审理“两案”重新审理“两案”的任务交给了重新组建的中纪委／王鹤寿、张启龙等老革命家的
俭朴生活，使汪文风很受感动／汪文风、刘丽英共同与康生的原沙书谈完话后，这个人意畏畏缩缩地
不肯离去／王鹤寿、胡耀邦反对“两个凡是”，力主实事求是，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应
该尽量查清／四、了解主要对象江青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
至骂人、训人，另一方面她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江青竞几次低声
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广／公审江青时，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
⋯”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
口气，又跳了起来／表面上看，公审张春桥时，他一言不发，实际上，在审讯他时，他是交待过重大
问题的／姚文元把他们犯的罪行，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王洪文竭力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样子／毛远
新自己得出了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五、江青其人其事江青在被隔离审查中，很注意自己的仪表。
她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江青在“
文化大革命”中害了无数人，迫害中甚至搞私刑拷打。
但我们党在审查江青等人时，却对他们采取了人道主义态度。
我们当时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江青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进行斗争／我
们每次对江青询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显得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
然后就是在问答中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江青最恨女战士李红，因为二十来岁的李红训过她／六、江
青及其同伙们王洪文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说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
修正主义／姚文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人物。
后来，姚文元才说自己“罪行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麾下有两个打手／一个打手大叫
“冤枉”／七、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吴法宪跟江青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还是有所痛心的／林、江勾结，大体上去始于1966年2
月／九大选举时，黄永胜、吴法究暗中串连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康生大怒，要查
票。
这是林。
江两个集团分裂的开始／陈伯达脱离江青集团，投靠了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面目大暴
露／八、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1973年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后，有两个小人物到毛泽东那里去说毁周
总理／江青想趁机整倒周总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江青还没搞清楚要批周总理什么问题就不可
一世，申斥起来，急得一个“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你把问题弄反了／毛泽东后来说：“是这
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
”／九、实事求是落实政策邓小平等领导人亲自领导。
过问了对江青集团案件的审理／为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中纪委选了一个可以建议不交司法机
关起诉判刑的典型——一谢静宜／对“四人帮”，王鹤寿主张，要按照“一个不杀”的方针来处理／
‘两案”主犯一个也没有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十、中流砥柱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邓
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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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陈毅、谭震林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江青曾经咒骂周总理，说他是“老
保”／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左”的错误和对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只能在维护毛
主席的思想体系，以抵制、减轻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危害的范围内来进行。
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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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年的周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
　　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
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
批判“反动电影”。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
　　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
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　　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
明白事情的真相。
《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
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
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
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
帮分子”。
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
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
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场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
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
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
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
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
。
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
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
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
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
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
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
有的人，往往把好⋯⋯　　　　前言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际，我首先要对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二书记，具体主持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表示深切
的怀念。
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还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对我写的这本书稿进行审阅修改，提出意见，并在文
末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
”　　我还要感谢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领导过一段“两案”审理工作的曹瑛同志。
他没有看到这本书就辞世了，但他生前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四人帮’这段历史写出来。
否则，你就辜负了党、人民、中央纪委对你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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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出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慰两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王鹤寿、曹瑛同志都是1925年前后入党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
为谋取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投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鹤寿同志六次被捕、坐牢，遭受国民党的酷刑；曹瑛同志长期被敌人关押在南京监狱，后来是在周恩
来同志的大力营救下，才同陶铸同志一起出狱的。
他们有经过千锤百炼的挣挣铁骨，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红心。
可是，这两位九死一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江青、康生的陷害，都住进了监狱。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是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他们的战友黄火青、黄玉昆、张启龙等一起
，具体主持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党内审理工作。
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把教育面扩大到最大范围。
这难道不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吗！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靠挑拨离间，制造谣言，做出了美蒋特务机关处心积虑都做不
到的罪恶事情。
但是，他们要摧垮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同志，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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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逐渐发展成一场自发的反四人帮群众运动，“四五”运动使《天安门
诗抄》广为传播，也使一个诗人组成的“童怀周”小组名字响彻全国。
本书作者汪文风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童怀周”小组主要成员，他曾因这个身份遭受到“四人帮”
的追查迫害，后又成为对四人帮审讯组的组长，可见与当日　　政治关系之亲密。
二十五年之后，作者以当日所精心记录的原材料和作者的本人的回忆撰成此书。
由于作者的　　独特身份，不仅是经历文革后期政治转折的见证人，更是“黎明之前最为黑暗时刻”
的身受者和参与者，从个人视角叙述文革末期种种政治斗争，并参于以大量历史远材料，不仅使本书
相当可读，也更使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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