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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书目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

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

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

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

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

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

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

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

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

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

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

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

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

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

“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

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

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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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

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

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

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

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

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

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

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

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

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

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

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

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

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

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

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

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

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

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回书目 

设置首页 - 搜狗输入法 - 支付中心 - 搜狐招聘 - 广告服务 - 客服中心 - 联系方式 - 保护隐私权 - About SOHU - 公司介绍  

Copyright © 2009 Sohu.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搜狐公司 版权所有  

搜狐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2728061 举报邮箱：jubao@contact.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