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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
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
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
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
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
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
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
群众。
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
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
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
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了“蒋南翔教育思想”。
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
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
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
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
作有所遵循。
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
又经党委讨论通过。
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
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
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
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
在看你那个条例。
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
能这样做吗？
”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
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
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
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
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
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
”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
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
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
”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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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
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
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
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
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
清华该怎么办？
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
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
”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
出过这个问题。
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
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
”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
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
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
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
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
”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
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
”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
受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
“立竿见影”。
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
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
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
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
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
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
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
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
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
‘高峰’比较确切。
”这真是语出惊人！
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
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
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
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
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
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
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
发的青年蒋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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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
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
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
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
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
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
》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
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
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
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
”南翔同志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
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
”① 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
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
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
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
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
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
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
”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
”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
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
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
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
”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
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
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
，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
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
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刘　冰　　200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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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作者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
“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
十年中，刘冰等人三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大学“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
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
首当其冲。
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大
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于风口浪尖上，刘冰等人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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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冰，原名姚发光，河南省伊川县人，1921年生。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抗大
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据地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在豫西工作。
1949年至1953年，在河南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青年团河南省委副书
记、书记。
1953年任团中央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1954年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持工作。
1956年调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在清华大学工作二十二年。
1978年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79年并任甘肃省副省长。
1982年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1983年任省委常务副书记。
1986年任甘肃省人大党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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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
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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