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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
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
生动。
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
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
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
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
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
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
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
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
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
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
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
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
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
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
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
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
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
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
地点作必要的查证。
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
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
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
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
为本丛书的作者。
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
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
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大审判>>

内容概要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
判。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大审判，这场大审判不但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同时也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本书是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讲述的参与这场大审判的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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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正，山东荣成人，1922年生。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自卫团团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科长，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平反复查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
1955年曾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
1980年被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
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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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第一次开庭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1号。
　　特别法庭上国徽高悬，整个大厅庄严肃穆。
　　参加旁听的人员除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民主党派代表、首都各界代表之外，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也派出10名或5名代表参加旁听，加上采访的国内记者，将整个大厅坐得满满的，人们都静静地等待
着神圣时刻的到来。
　　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专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实况。
　　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贺龙元帅的遗孀薛明和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郝治平三人坐
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正在轻声地交谈，看得出她们都很激动。
　　3时3分，江华宣布开庭。
　　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的是王洪文。
　　在两案中江青是最主要的罪犯，人们都认为按两案嫌疑犯的顺序她应该是第一个被押上被告席，
为什么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于洪文呢?原来，在开庭之前，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就作了充分的分析，根据
在预审时的表现，如果将江青第一个押上来，很有可能她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大闹法庭，给以后的
审判带来困难。
因此决定不按两案主犯原来的排列顺序，先押认罪态度较好的王洪文，然后再押张春桥等8名主犯。
　　在传唤江青到庭时，当江华一声高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之后，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寂静，近干
双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同一个方位。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来了。
　　江青已66岁，仍然是满头青丝，要不是亲眼见到，我也会和许多人一样怀疑这个女人一定戴的是
假发。
今天，她将头发梳得油光铮亮，配上那件合身的黑色上衣，显得十分得体。
　　这时江青目不斜视，大摇大摆地走进法庭，对于射过来的近干双目光毫不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
样子。
按照指定的位子安静地站在审判台前。
　　法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长达两万多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对林彪、汀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
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
　　起诉书宣读完毕，江华庭长宣布：对两案所涉及的10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
别进行审理。
由第一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判的被告人
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接着，江华庭长向被告人宣布：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从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
被告有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5时20分，江华庭长宣布休庭。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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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
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
判。
《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
庭审判员亲自口述，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回眸历史，细心挖掘，再现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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