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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编者的话：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

志性人物。 

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

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

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

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

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

典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前者是思辩的，第二者是实

证的，后者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乌托邦。 

问题在于，如何从资本积累中推论出剩余价值学说？如何从私有制的运行

中推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矛盾中推论出实行共产主义的未

来？ 

黑格尔曾说，密纳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晚才开始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只

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才能有对历史的哲学陈述。也就是说，哲学只提供解释。 

但马克思却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于

是，事后的解释变成了预先的设计。 



正如王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

，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从经验到超验的一跃仍在书斋之内，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却如同从哲

学的魔瓶里放出一个巨大的幽灵。从此它四处游荡，给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创始人的理论不仅存在差距，简直就是南

辕北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王老引证邓小平的话说，

我们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王老在谈到曾被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时说：“不

要以为有多少大道理在里边。”他是在恢复常识，恢复被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和

伟人神话淆乱的视听。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不能只想到“

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率性而为的个性，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王老的去世，使我们再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他的著述仍会被引用，他提

出的问题仍会被探讨。他活在历史中，他的生命，比压抑他的权力更久远。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今年（指２００６年），香港一个刊物要我的文章，我开始拒绝了。后来我一想，作为

一个文革研究者，文革发动 40周年，一点都不表态不好，就想和朋友一起写一篇。可前天
我们单位发了一本文件，送到家里，上面印了官方的好多指示，大意讲：不许给国外境外

新闻机构写稿，不许在国外境外出书，不许与国外境外的人交往。尽管我不满意，不同意

，也没用，我还要遵守，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邓小平讲了很多次，我们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



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马克思、恩格斯对社

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

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

。后天失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受苏联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抓住两条：一条是计划经济，一条是公有制。

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又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有很
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自负。他非常自负，非常自信。他对经济理论不感兴趣，

承认不懂经济，可是死不认输，所以他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当然这不是我的发

明创造，王若水指出来的）。他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意的

，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不，

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不是先创

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为

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么

一个次序。 
        建国以后，本来毛主席很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
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

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他要让大家过好日子，这个愿望不能否认，延

安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这个不是假的。 
        毛泽东有一个毛病，往往他缺什么就提倡什么，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正是骄傲的时候他才说这话。 

        建国以后他就跟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山西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会问题等等。我们党
中央、毛主席本来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说中国缺资本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走不到

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的。从战争年代到七届二中全会决

议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进了北京城以后，刘少奇还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说你们多开几个工厂，剥削有功嘛，大家有饭吃，工人有工做，中国只

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二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刘少奇，批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
过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发火了：不但搞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巩固资

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胡乔木
他们搞的。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

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分析的中国工业多少，农业多少，这些东西

都没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毛泽东不满意：“
太慢。” 

        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一个叫赶超战略，超英国赶美国。赫鲁晓夫要在多少年之内
赶上美国，毛泽东兴之所至啊：我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后来又急了，十五年改成

十年，十年改成八年，最后变成三年。有些老同志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王鹤

寿（冶金工业部部长），三年赶上英国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同意了的。 
        第二年就提出三面红旗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老
人家说了很多胡话，渺视这个，渺视那个，“对马克思也不要崇拜”。在北戴河作的《建设

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一种对共

产主义的渴望，已经对社会主义不满足了，要搞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啊，

都是他老人家欣赏的，赞成的。根据各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长期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里，怪



圈里，他从年轻时代就崇拜这个东西，还亲自搞过实验。 
        刘少奇讲了很多话，对毛刺激很大。刘少奇到家乡做调查，看到老百姓生活这么困难
，就动感情地说：“老乡们啊，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没有饭吃！要

把这个教训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永远记住。” 
        饿死人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非正常死亡最多的说七千万，最少是一千万，根
据人口统计的推算要远远超过一千万，是四千万。就象王若水讲的，这本帐躲不掉的。刘

少奇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你现在不要得意

，将来历史会写上一笔的。 
        你得承认毛主席的权谋是第一流，权术大师，他有的是办法——发起和苏联论战。不
是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没有裤子穿——我和你论战。论战又

不要粮食，不要钢铁，要些秀才（王力、姚臻、吴冷西这些人）就行了。    
        现在关于跟苏联的那场论战党内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邓小平说法：总结教训，外
国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多管，到后来是不会有好处的。这话是很客观的，老实说也是很偏心

的，是不讲是非的。还有一种说法，吴冷西的，完全是“客观主义”，哪一年开会，哪一

年怎么怎么样，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连邓小平说的话他都没有，

还认为我们正确。老的新华社社长啊，就是这种修养。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多的，网上的说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错了。怎么错了？毛泽东
要抢苏联共产国际领袖的大旗啊。中国开始论战的时候提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你

提总路线干什么？提总路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拥护我的总路线，在我的旗下。老人家不

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啊，觉得他是后辈啊。这一打打了十年，怎么样？没有成功，失败了

。怎么失败了？各国共产党还拥护苏联，我们没有几家拥护，虽然我们给了些钱、东西、

粮食啊。相反的，我们把各国共产党搞的一分为二，你比如说巴西共产党，一家一半，一

半拥护我们的，小党，我们给加个括弧——马列；不拥护我们的——老党，好象共产党都

不信马列了。1966 年 7 月 8 日毛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
”。论战事实上也不会成功，因为好多地方讲蛮理，比如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有什

么原则性错误啊？还有“九评”中好几评讲过：要肯定个人崇拜，否定个人崇拜那是否定

领袖的作用。 
        论战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个运动，改变大家的视线，改变大家的印象，要发动文
化大革命。他想了几年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呢？算总帐。凡是反

对过他主张的人，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都要清算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过生

日的那天跟王力、江青讲了一些话，说这场斗争是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

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这种斗争一直到今天（他给他的政敌加个帽子，叫“搞资本主义”

，说自己要搞社会主义）。六六年他 73岁，要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后事如何，百年之后的
名声究竟怎么样？他讲趁他现在还没死，把建国以来的帐统统算一算，究竟哪个对，哪个

错。这种想法说的不大好听就是非常狂妄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曾经有两个人经过中央

批准访问汪东兴。汪是推脱的，说这个问题中央档案馆有你们可以去查，这个问题啊呀记

不得了，那个问题当时我就不知道，但是汪东兴说了句真话，他说：“毛主席最大的特点

是从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独立见解，独立人格。”很显然他讲这话是有个人用意的，因

为外面盛传毛受汪支配，所以他讲这话是摘开他自己，说毛主席不受任何人支配，当然也

不受我汪东兴支配了。但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对。毛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所以说江青想骗毛主席那是不可能的，林彪想骗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放心，他的部署

是非常严密的。现在《决议》说他被这个利用，被那个利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文革大事我

们都经过，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大体都了解。比如搞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

林彪还勉勉强强的，不大愿意，还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最终说出来了，“是毛主席叫我



来的，请尊神”，现在档案都在。那个座谈会纪要是毛本人修改过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

的。再比如夺权，那是他和谁商量的？和林彪商量的啊？没证据。号召夺权是老人家的意

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大注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大会。天安门的动员
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开的，毛穿上了军装。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是陈伯达起草的，经

过毛审阅的，毛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念念，表示军队支持搞文化大革命了。再根据《晚年周

恩来》等等回忆，林彪打报告要辞职不干，多次讲过他做接班人不合适，能力不够，随时准

备让给别人。这些文献上都有，他多次这样讲，叫人不要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都是有

案可查的。 
        有位朋友提过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一九六六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搞镇压学生那一
段很可以拿来研究，这又是反右派，打击面之广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题目很

有水平，没有人研究过，因为看在刘、邓的面子上不好研究。其实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

就是对，错就是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编了一

本书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很厚一本。在那本书上资料非常的全，他在那个

学校讲，这个学校讲，确实是杀气腾腾，所以后来毛那么愤怒也是有来由的。不少人都打

了反革命。不拥护党委的，说党委坏话的打成反革命，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也是反革命

，后来为什么一解放了大家很高兴，很拥护毛主席？打成反革命以后又把他们解放了，当

然他们拥护了。 
        毛想把中共党的历史清理一下，是非整理一下，究竟谁对谁错。他想通过这个实践建
立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大的新世界，工农兵学商，五七指示，按照那个纲领搞。他在一九六

六年五月七号给林彪的批示不是偶然的，不是即兴的，是深思熟虑的。八月一号《人民日报

》有个社论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学校”，阐发了他的意见——当然不会成功了，结果越

搞越乱，越搞越乱，后来只好真正借重于军队了，支左、支工、支农啊。这样子军队坐大

，革委会当头儿的都是军队的了，中央各部委头头也是军人，总后二级部的部长都调到中

央当了部长，担任军代表，他还有一个军委办事组，等等。这样军队力量相当的大。所以

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苏联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他对军队是非常敏感

的，说的不好听为非作歹就仗着手上有军队，把军权当作他的命根子。他对这一点非常之

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定了一条，凡是调动一个排以上军队的命令要军委主席批准。 
        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不听他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听他的话，他的话你摸不清楚。毛老
人家诡计多端，大事小事他都有计，所以弄不清哪个是计哪个不是计。而且他也不许你弄

清楚，谁弄清楚谁倒霉（他自己说《二十四史》看了十四遍。久浸其中，必受影响。举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批判吴晗，耍了多少花招啊？）。五个常委四个主张设国家主

席，一个主张不设，主张不设的是毛泽东，主张设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四个

常委。 
        毛主席最早对林彪有意见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他发现省军区、人武部都支持保
守派。他满肚子火，做了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一百万支枪。当时上海没发，北航红旗

发了，人民日报报道的。他的理论是右派有枪左派没枪那不是吃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指示给江青。结果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搞不通，他让黄永胜顶中央文革，讲：对中

央文革要软顶，不能硬顶。 
        邱会作说，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承认，就有一条错误我不可能犯
，什么错误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奋斗一生，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都

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颠覆它干吗？” 
        毛跟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闹分裂。林要发展生产，十大报告说林、陈的报告是“唯生
产力论”的报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报告。 



        毛在讲江青的时候说她是过渡性人物，因为她有好多优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不
动摇，有她的原则性。他是说过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结

果一直拖下去了。现在给了另样解释——可见毛的决心之大：横竖都要解决。真是人嘴两

张皮，随你怎么说。 
 

        毛主席有时候胡思乱想。人老了嘛，跟我们现在的脑子差不多，想这个想那个，另外
一天这么长时间也没事，没事看看古书，《二十四史》，再没事就找几个女友来玩玩，打打

闹闹的，再没事就算计人，该算计谁啦？“拥护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拥护你，不拥

护我啊？有的书上说他有多疑症、妄想症。处于这样的高位，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时候不

要以为有那么多大道理在里边。因为都是人，人犯的错他们都会犯。我们心平气和地讲，

周恩来是伟大人物吧？可他也做过苟且的事，他昧着良心做苟且的事！他知道事情是怎样

的，他偏要那样做。他不知道卜占亚是怎么样的人啊？为了顺从毛的意志不得不这么做，

他不这么做自己倒霉。这里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 
        文化大革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假如他老人家不去世还结束不了。毛从好的愿望
走到愿望的反面，可以讲他不会愿意把中国搞坏吧，不一定吧？可是最后他搞成这个样子

，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长征中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密电） 根据历史的考证，说张国焘这个电报有
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谁也没见到过，是闹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沈阳军区空军有

个副司令吕黎平，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解放军报》。说他在长征途中（他是作战参谋）

，没事，散步，走着走着走到机要室，遇到战友了，看到他们正在收电报。收到一份什么

电报呢？收到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让他们武力消灭中央。他说他把电报送

给叶帅，叶帅送给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夸赞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我看到这个回忆录以后，大吃一惊：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解放军五十年代搞建军三十
年征文，全军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还出了好几本丛书，《星火燎原》等，你怎么不投

稿啊？ 
        第二个，我怀疑了，就开始查各种档案。什么档案呢？《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张国
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答记者问（披露张国焘的罪行），共产国际批判张国焘

的电文，新华社社论，《解放日报》的社论等等，都没有这个记载。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请

教吕黎平同志：何以这么多历史文献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记载？你一个作战参谋散步怎么散

步到机要室去了？我们都是部队的同志，机要室是能随便散步的吗？文章发表在历史博物

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内容我忘记了），我又回了一篇。朱玉帮了大

忙，他找到了左路军的电台台长、右路军的电台台长，两位台长写了书面证明：在我任上

没有见到张国焘叫徐向前、陈昌浩武力消灭中央的电报，谁要发电报必须经过我台长的手

，是指定专人翻译的，所以我们的证明是权威的。右路军电报台的台长叫宋侃夫，是全国

总工会的副主席，他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份电报。” 
        还有一个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我是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现的。他参加了
这个会议，说张国焘主持会议，让发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大家讨论

，大家都不同意，所以最后电报没发成。这人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文章发表后，平静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放了个风：电报还在，就在我这儿，你们要看就来看。我
们党史教研室的主任说：“这个老帅不像话了，这个电报怎么放在你个人身上？这么几十

年了还放在个人身上啊，这不合党的规矩。”（现在这个老同志也去世了，也是老红军。） 
        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有关单位集体给叶剑英打报告：我们



要看那份电报。于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浩浩荡荡，十个人左右吧，到叶帅那儿去了。

大家行礼如仪，秘书进去报告，叶帅出来，坐在客厅当中，“大家来看电报的啊？”等了

一会儿，大家不能老等啊，快把电报拿出来啊？老帅一会儿掏掏掏，掏出来了，说：“在

这儿呢。”大家一看，是吕黎平回忆录，从《解放军报》剪下的这么一块。大家当时想笑也

不敢笑：这人老了爱开玩笑啊？你说“电报还在”，这是电报吗？ 
        后来这件事只好作了记录，存档。这是在叶帅去世前一两年。 
        事情还没有完。给叶帅写传记的某人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怎么没有呢？明明就是有嘛
。没有毛主席怎么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谁呀，叶帅，说的什

么事啊，就是这份秘密电报。 
        这两句话，毛泽东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档案可查。有前言有后语，大意是这样
的：叶剑英同志对批判彭德怀是很积极的，最近编了一本书，批彭德怀批的很好，我送你

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怎么能安到秘密电报上去？ 
        我们在第二篇文章中披露了，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有一段话，
讲到长征当中的事情，说张国焘要南下彻底解决路线问题，开展党内斗争。是说他要“南

下开展党内斗争”，没有说“武力解决中央”。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本来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一个注解，说：张国焘
有电报，要武力解决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得早，五十年代初，五三年左右）。到后来我们

论战开始以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把这个注释撤消了，不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

会那是简单的啊？说取消就取消了？ 
        总之，我们研究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含含糊糊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王年一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  
 
        2007 年 9 月 13 日，王年一先生病故。25 日，部分王老生前好友和同事在北京举行了

旨在研究王年一及其治史思想的追思会，以此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会议开始，全体与会者在王年一先生的遗像前肃立默哀。 
        在会上，大家回顾了王年一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各自与他的交往，高度评价了王老的道

德风范和学术成就，对他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王年一先生是党史、军史特别是文革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

。与会者在发言时谈到，人们尊敬他，不仅因为他治史严谨，学识渊博，更由于在复杂的
现实环境中，在种种困难、阻力、压力下，他始终怀抱赤子之心，独立思考，秉笔直书，
探索真理，呼唤正义。他继承中国自古以来饱受摧残却生生不息的史家风骨，努力摆脱官
史思维桎梏，突破一个又一个“历史结论”和“理论禁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特别是表达了
对受迫害者、受冤屈者和普通民众悲惨遭遇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
终不断校正自己、超越自己，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和局限，这种谦逊的、严肃的、开放的
治学态度堪为后人楷模。与会者痛感，他的过早去世给文革史研究带来的损失是无可弥补
的。 

        有与会者认为，王年一是科学研究文革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大动乱的年代》
是目前最权威的文革通史，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当然，因现实环境的困扰和作者认识的
局限，这部著作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大大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参加会议的史学工作者一致表示，我们追思王年一先生，最重要的是学习他坚守学术



良知公正记录历史的精神，使他倾尽心血矢志以求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追思会由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筹办，由李宇锋主持。参加追思会的有：丛进、朱玉、肖

冬连、林蕴晖、卢弘、刘家驹、黄春光、邱路光、吴迪、韩钢、丁东、林京耀、阎长贵、
郑仲兵、田晓青、李宇锋、王思彤。王年一先生的朋友、学生何蜀、顾训中、萧树祥分别
为追思会提交了书面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