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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吴法宪的人生沉浮 

陆 州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十年浩劫”的漩涡虽已逝远湮没，但人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

的种种罪行始终无法释怀。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吴法宪，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

人物。吴法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犯事”后的晚年生活如何？本文通过链接他一生的足迹，

或许可以给读者客观地审视历史提供一些参考，带来些许人生的感悟。 

 

  追随革命队伍身经百战 

 

  吴法宪，江西永丰人。1930 年，年仅 15 岁的吴法宪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为了反抗地

主恶霸的欺压，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凭着聪明和勇敢，他很快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青

年骨干，入伍两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红十二军第一○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均在机关从事青年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中，吴法宪与战友们顽强拼搏，多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战火的锻炼中，他渐渐成为组

织上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红军长征时，吴法宪已是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的总支书记。在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他的两个手指被弹片打掉，仍顽强地攀踏着悬空索桥，勇

往直前，为此在战后受到上级表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法宪升任第二师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法宪在八路军中先后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委员、

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治委员等职。他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游

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苏鲁豫支队任职时，吴法宪同支队长彭明治指挥得当，一连

打了几个漂亮仗：1939 年 6 月 1 日，他们在皖东北萧县张山集、前杨庄一带设伏，粉碎日

军 1700 余人的 6 路进攻，毙伤日军 300 余人；3 日后，三大队又在津浦路曹村车站附近击

退日军步骑兵 2000 余人的进攻，毙伤日军 300 余人，击毁汽车 3 辆……仅 5 天时间，他们

共歼敌 700 余人，让日军闻风丧胆。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并将吴法宪所在的八路军部队编

入新四军，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之初，吴法宪深入基层，指导加

强党支部建设。他组织开展的“创造模范连队党支部活动”有声有色，有效地总结了发挥党员

骨干作用的经验，在新四军中得到广泛推广。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大小无数次

战斗，如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其中战士们之所以能够

顽强拼杀，视死如归，应当说与吴法宪参与领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辽沈、平津

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吴法宪先后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

部主任。1955 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卷入反革命的漩涡不能自拔 

位居显赫，本应知足。可吴法宪在野心的驱使下，搭上了林彪的反革命战车，最终从人生的

巅峰摔跌下来，落得个身败名裂。 

 

  吴法宪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可以追溯到 1964 年。那年，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空

军也在那里派了“四清”工作队，已是空军政治委员的吴法宪身在其中。也就是从这时起，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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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宪和林彪夫妇接触频繁起来。 

 

  1965 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病去世，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因为老战友的逝世悲痛

万分。当时在场的林彪看上他的忠顺，决定拉拢他，于是抢先向毛泽东举荐，将他由空军政

委改任为空军司令员。为了收买人心，林彪还提前向他透底：“空军司令员很重要，谁都想

当，我考虑还是由你来接这个位置，不要传出去。”吴法宪当上空军司令员后对林彪感激涕

零，对妻子陈绥圻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

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吴法宪对林彪唯令是从，成为其手下最为“忠心”

的干将。 

 

  刘亚楼逝世不久，吴法宪便按照叶群的授意，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诬陷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迈出了自己实施反革命阴谋的第一步。首先，由叶群向毛泽东告

状，说罗瑞卿有向林彪伸手要权的野心，并提到吴法宪可以作证。随后，在中央于上海召开

的会议上，吴法宪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 4 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

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 

 

  听了吴法宪的发言后，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相信，在会下都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

事？吴法宪咬牙坚持说有。对此，邓小平在会上一针见血地反驳：“刘亚楼已经死去，这是

死无对证嘛！” 

 

  虽然罗瑞卿坚不承认此事，但在林彪夫妇与吴法宪等帮凶的蓄意“举证”下，罗瑞卿最终

于 1966 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被“红卫兵”

迫害得左腿伤残。当时，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给吴法宪，请他在空军找个安全的地方将罗瑞

卿保护起来，可是吴法宪千方百计找理由搪塞，周恩来只得另想他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法宪也受到过一些冲击，是林彪出头为他解了围，并封他为“正

确路线的代表”。为此，他对林彪更加感恩戴德，林彪交代的每一件事，他都使出浑身解数

照办。朱德、贺龙、陈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开国元勋，无一幸免地遭到

吴法宪的攻击。他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的支持下，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并控制了军委办事组。林彪要他们“不要把权交给别人”，

吴法宪等人则表示“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结成了死党，并逐步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伸出了黑

手。 

 

  早在 1967 年初，林彪就别有用心地把儿子林立果安插在空军。吴法宪为了博得林彪夫

妇的欢心，在不到 3 年时间里，帮助林立果青云直上，先后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

战部副部长。他还大加吹捧说：“林立果不简单，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我这个司令还要靠林立果，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 

 

  正是有了这“两个一切”，野心勃勃的林立果才得以在空军拼凑起了反革命的“联合舰

队”，建立起了 14 个秘密据点，制定了《“571 工程”纪要》，妄图“实行暴力政变”，以“夺取

全国政权”；也正是这“两个一切”，林彪夫妇才能密令林立果采取多种手段，密谋杀害毛泽

东；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在其阴谋无法得逞时仓皇外逃。 

 

  坐在人民的审判席上痛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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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败露，吴法宪首当其冲被确定为主犯之一，被关押审查，这一

关就是 10 年。 

 

  在狱中，吴法宪对自己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痛悔不已。正如他在被审查中所说：“我

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他在狱中面壁思过的过程中，心态调整得比较好，比较注

意锻炼身体，生活也有规律，精神状态恢复得不错，思路仍然清晰。 

 

  吴法宪在接受审讯调查中，比较配合审查人员的工作，主动交代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追随林彪所犯下的大量犯罪事实。应当说，他与同案犯黄永胜、李作鹏相比，是认罪态度最

好的一个。特别是在 1980 年 9 月，总政“两案办公室”将案卷移交给检察预审起诉组后，吴

法宪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次预审人员问到某一个问题，刚开一个头，吴法宪就像讲

故事一样，都滔滔不绝地把这件事情讲完。 

 

  预审期间，吴法宪还主动交了一份 70 多页的交代材料。当时，检察员冯长义问他：“这

个材料和你以前写的交代材料事实都差不多，为什么人物却不一样呢？比如有些事，以前的

材料里没有江青，怎么现在这个材料里又有了江青呢？”吴法宪解释说：“九一三事件之后被

抓，中央专案组审查时，江青还在台上，我怎么敢写她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我当然敢说

实话了。” 

 

  最后一次提审吴法宪时，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当时检察预审组组长的孙树峰问到

他在狱中的生活情况，以及监狱工作人员有无违法行为，吴法宪讲，监狱对他的生活照顾得

不错，每天还放两次风，趁放风时，他就一直小跑锻炼身体，工作人员还很支持他这么做。

当时对他们这些职位较高的要犯，中央专门交代，生活费要比一般犯人的高，不但定期检查

身体，还可以听收音机。 

 

  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政权是不容亵渎的。1980 年 9 月，检察终审一结束，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关于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并做出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

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1980 年 11 月 23 日，北京正义路 1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礼堂里座无虚席，当特

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宣布以“阴谋颠覆政府罪、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对吴法宪做出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的

判决时，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保外就医的宽待政策中得以安度晚年 

 从身经百战的将军到党和人民的罪人，吴法宪虽然沦为阶下囚，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曾经在革命岁月里立下的功绩。1981 年 8 月，党中央考虑到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等认

罪态度较好，鉴于他们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做过贡献、现在年事已高的实际情况，对他们做出

了“保外就医”的决定。 

 

  8 月的一天，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来到关押吴法宪的秦城监狱，对他说：“中央已经决定，

将你放出秦城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在济南，到那里可以和你的妻子陈绥圻住在一起，还

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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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意外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吴法宪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兴奋之余，他的心头

涌出万般滋味，盼着家人的早日到来。 

 

  几天后，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和女婿金平原来到秦城，办理了相关手续。当时，陈绥圻

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但胡耀邦已做出尽快结论的批示，因而她还得呆在北京等一等。吴法宪

便由女儿巴璀照顾，乘火车来到了济南，被安置在南郊的七里山小区的一座居民楼二层。房

子两室一厅约 40 多平米，屋内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吴法宪看后

非常感动，抓住山东省公安厅负责接待人员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 

 

  没有了高墙、电网、卫兵、铁门，还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获得了自由。 

 

  吴法宪不会做饭，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

要从头学起。好在妻子陈绥圻不久也来了济南。老两口团聚后，形影不离，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吴法宪经常陪同陈绥圻出入菜市场。起初他怕被人发现，总戴着口罩，可是有几次被群

众发现后不但没有麻烦，还得到了特殊照顾，他在排队购物时，便有人会喊：“让‘老红军’

先买！”后来他索性不戴口罩了。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大家一见面就“吴大爷”“吴老头”

的叫个不停。也有碰到一两个愣头青冷不丁来声“吴司令” 的时候，吴法宪总是尴尬地连连

摆手。 

 

  吴法宪有一儿五女，与他同住在济南的有一儿一女。儿女对他都很孝顺。他来济南不久，

儿子用复员费专门为他买了一台 14 寸彩电，给他的晚年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除此之外，

吴法宪还迷上了书法，茶余饭后，练练书法，渐渐的竟有了名气，不少慕名者专门前来求字。

对此，吴法宪自我解嘲道：“并不是我字写得好，主要是因为自己‘恶名’在外呀！” 

 

  山东省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除要求吴法宪遵守“不可离开济南市，不可与外国人

接触”等几条规定外，生活上尽量给予他们夫妇特殊的照顾。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共山东

省委还改善了吴法宪的住房，让他们搬进了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医务部门定期为患有多种

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良好的保健医疗。这些使吴法宪深受感动。一次，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

外调，问他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他说：“我感觉山东人热心、仗义，有人情味。济南山

好、水好、人更好。来这里是来对了。” 

 

  应该说，吴法宪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这首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其次要感谢人民

的宽容。2004 年 10 月 17 日 15 时 58 分，吴法宪在济南齐鲁医院，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

他风风雨雨的一生，终年 8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