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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世界的稳
定与发展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
因此，中外历史学家的此次交流势必会对中外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有所裨益。
本书是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共收入与会论文49篇，虽然由于学者身处
不同环境，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也不同，因而对同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所不同，但也
正是这样，碰撞出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更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深入了解某个历
史事件。
　　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
成为世界历史”。
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
中外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加强相互交流，让中国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也让世界更充分了解当
代中国的历史。
这种交流有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更加积极
、健康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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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
江苏南通人。
1946年生于黑龙江佳木斯。
1970年毕业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1975年进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
1981年任陈云秘书。
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
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
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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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陈奎元“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沦坛”开幕词／朱佳
木新中国的第一年：写在国庆55周年之际／金冲及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田居俭起步时的艰难探
索／张启华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权职能演变研究／武力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刘国新
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瑞典]沈迈克红卫兵派别的政治起源：1966年6—7月的北京各
大学工作组／[美国]沃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再评价：从周恩来逝世到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澳大利亚]泰伟斯 孙万国论成功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尹韵公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龚育之中国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的?／程中原苏东剧变以来中国面对的国
际环境与政治文明建设／王一程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继承性问题／[俄罗斯]玛玛耶娃道是无情却有情
：1949午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梁柱“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新中国55年光辉历史上的一大亮点／[
中国澳门]杨允中“一国两制”影响中国的外部世界／[中国香港]宋小庄一个外国人眼中的陈云／[美
国]傅高义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朱佳木从社会主义商品
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吴易风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回顾与前瞻／王
梦奎156—43—78：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对外经济引进高潮／陈东林新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开发性金融
／陈元半封闭格局的终结与全球化浪潮中的选择／董志凯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俄罗斯]季塔
连科对中国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俄罗斯]波尔奇科夫从中俄改革历史比较两围改革特点／吴恩远
作为现代化政策因素的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俄罗斯]包罗吉中国和亚洲经济一体化
构想／[日本]林华生新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演变的必然性及其评价／马杰 郑秉文中国气象事
业与国际交往／陈少峰 张海东世界格局与中国当代文学／张炯中国化：泥泞的坦途——试沦中困当代
文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董学文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房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
化发展的几个宏观问题／杨凤城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几股思潮／[美国]傅士卓1949年以来的故
宫博物院：国宝与政治对象／[美国]沈大伟1948—1949年的中苏关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回顾／[俄
罗斯]齐赫文斯基新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积极理怠／谢益显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
方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沙健孙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蒋立峰“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建
交前的关键一幕／李捷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宫力后伊拉克时代与中国的内政外交：普
遍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冲突／[日本]加加美光行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周弘在中亚地
缘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当前对外政策走势／[俄罗斯]高念甫另一角度考察的思考：西方研究当代中国史
中的一些问题／金春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需要改进的四个问题／[日本]国分良成对中国当代史研
究的一些想法／[中国台湾]陈永发苏联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俄罗斯]乌索夫
“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沦坛”学术总结／程中原“当代中国史围际高级沦坛”在京举行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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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
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
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
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
从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一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
前后。
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
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
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
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
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可
能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找叶剑英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
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
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
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捅破这层纸的核心关键人物是华国锋。
他戳穿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主动戳穿的问题，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风险成本的。
华国锋之所以敢找叶剑英戳穿，是因为华国锋与叶剑英比较熟悉。
“文革”期间，叶剑英在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尽地主之谊，担负起照顾叶
剑英生活的职责，故两人接触比较多。
这段宝贵的经历，实际上为尔后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联手埋葬“四人帮”反党集团打下了基础
。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直接见面不可能次数过多，因为“四人帮”也有
耳目和眼线。
假如“四人帮”发现华、叶之间接触频繁，就会马上引起警觉，这对粉碎“四人帮”斗争只会增加不
利因素。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
政治资源。
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
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
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
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
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
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
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施加的影响。
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
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
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
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
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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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
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
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
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则是非
法的。
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和圆满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的
负责任的交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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