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拍板批判林彪的极左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经毛泽东同意，成立了以周恩来

为首的林 （彪） 陈 （伯达） 反党集团专案组。周恩来为

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多次在全国

性会议上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

周恩来在给回国述职的大使等做报告时说：“极左思潮

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9月30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

志） 国庆社论稿中两次提到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

字，均被姚文元删去。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注意到，

人民日报社也没有注意。

10月初，《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

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引起江青等人的不满，

江青等人布置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10月14日，《人

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八九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

精神，组织了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

的文章，刊发了整整一版。姚文元当即提出：“当前要

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江青则干脆地说：这些文章

“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一再追查组

织批判极左文章的背景，在人民日报社大批所谓“修正

主义”“右倾回潮”，并指使上海《文汇报》以工人群众

的名义，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大毒草”。

直到这时，周恩来仍在坚持批判极左思潮。11月28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

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要把“彻底批判林彪反党

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11月30日，周恩来审阅后批“拟同意”，送毛泽东和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张春桥、江青领会到纠“左”深入发展的结果，必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
■ 舒 云

毛泽东批准开展 “批林批孔” 运动， 江青等人把 “批林” 和 “批孔” 联系在一起， 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 这中

间， 江青等人又 “三箭齐发”， 实际上是为了 “批周公”。

1974年5月29
日 ， 周 恩 来 、 李
先 念 陪 同 毛 泽 东
会 见 马 来 西 亚 总
理拉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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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2月1日，张春桥

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是极左思

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

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批示：“我个人

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

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

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

利。”

就在江青批示的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中

央政治局会议，删去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周恩来的本意是不想

与江青等人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没想到，12

月5日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王若水致信毛泽东，

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并表

示：“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

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

‘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

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

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

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

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

题。江青建议政治局：“先谈谈，统一认

识。否则，冒冒失失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

好。”周恩来批阅：“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

先谈一下。”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

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和对批极左

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毛泽东召集会议，明确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不对。

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

计，叛党叛国。”这之后，报刊就只准批林

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林彪的极左了。其实早

在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成都地区座谈

会上讲话，就说过“林彪是代表地富反坏右

的”。1972年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

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也说过：“这些所谓的

‘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现在

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

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新年献词

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毛泽东没有对“林彪审查报告”表态

1973年7月7日、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十大修改党章报

告草稿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

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之后将两份文件分别

呈送毛泽东阅批。

8月20日，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

批了“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做政治

报告。十大报告稿把批判林彪“极右实质”

列为首要任务，肯定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

织路线。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十

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报告不是我写

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

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

主席要我做报告。

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提前召开。

按照九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

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

期举行”。“九一三”事件导致十大提前举

行，因而筹备工作十分仓促、草率。十大前

没有按照惯例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所以十大

的筹备工作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只是在

十大前三个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

会议，确定了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以及

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只有一

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

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

告》。”毛泽东没有任何批示，既没有“同

意”，也没有“照发”。这是 不合 常理 的。

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 《关于陈伯达

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批

示“照发”，为什么毛泽东对“林彪审查报

告”不表态呢？因为纵观审查报告全文，其

中没有提到一句“极左”，也没有提到一句

“极右”，更没有提到“批孔”。

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上宣读经毛泽

东审阅同意的政治报告，8月28日中央全会

通过，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十大政治

报告的主要部分是批判林彪，其中提到了

“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还提到林彪

“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也没有

提到“批孔”。

党史专家认为“批孔”另有所图

1973年春，毛泽东曾写打油诗：“郭老

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

二先。”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找她

去，给她看了这首诗。“文化大革命”以

来，毛泽东多次谈到批判孔子。1967年3月，

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孔孟之道。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

全会 （扩大） 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中山

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等人反孔，郭沫若、

冯友兰、范文澜尊孔。1969年5月1日，毛泽

东说：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不如五四时期思

想解放，五四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是

代表没落奴隶主思想的。5月4日，《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发表社

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其中有700多字的

批孔内容：“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

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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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 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 这是他最后
一次会见外宾

争。”“历史注定了为孔家店和为一切被打

倒的剥削阶级翻案的复辟活动必然失败的命

运。”当然那时“批孔”是批刘少奇，不过

“九一三”事件 后很 长 一段 时间 ，都 是用

“刘少奇一类骗子”代替林彪。

1973年5月在准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

7月4日，毛泽东与负责起草十大报告的张春

桥和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王洪文谈话，论证

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并再次提到“批

孔”。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的 《十批判书》时

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的。在谈话最后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

来，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

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

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谈到中国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时，说：历代有作为、有

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

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

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毛泽东给江青

念了他新写的 《七律·读 〈封建 论〉 呈 郭

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

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

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表面看来，似乎是

毛泽东对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提出不同意

见，而在当时却是为了某种政治斗争的需

要。

8月7日，经毛泽东批发， 《人民日报》

刊登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

隶制的思想家》。

9月4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

想》。此后，北京、上海一些报刊开始发表

“批孔”的文章和评论。

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

埃及副总统沙菲。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

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

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

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0月1日， 《红旗》杂志转载经姚文元

修改的《论尊儒反法》一文。11月1日，《红

旗》杂志发表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

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

争的社会基础》。

中共十大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

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

备工作，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

江青等人为“组阁”，向抱病坚持工作的周

恩来不断发难。11月17日，毛泽东根据不可

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同来华访问的美

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会

谈时讲错了话。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

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

青、姚文元等人斥责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

“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的头子，“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

泽东。

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周恩来

谈话：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

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

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

“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 （江

青） 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

议，批评“政 治局 不议 政”，“军委 不议

军”，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

来”。毛泽东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是“全

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第二是邓小

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

12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报

告会，由王洪文传达毛泽东12月中下旬的部

分讲话。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主席的五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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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首先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大事不讨

论，小事天天送。首先我要负责，我要检

讨，抓得不够。

为什么在“九一三”事件一两年后掀起

“批孔”高潮呢？党史专家席宣、金春明认

为：当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实

际上既不是林彪，也不是孔子，而是另有所

图。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 ，提出

“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

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

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

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报送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

一）》，提出是否可以转发，毛泽东批示“同

意转发”。据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

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上讲话中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让他

们到毛家湾找资料，翻箱倒柜，从林彪住处

查到一些林彪、叶群引用或肯定孔子的材料，

为数极少，编了一本，送给毛主席和江青。

他们“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

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

容方面……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

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

谢静宜说：“我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

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

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

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

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

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

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

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

没有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哪些标点错

了，叫我们回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

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

后，又送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批孔

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年5月中央工作会

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且

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

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

嘛。”

1月18日，中共中央在转发 《林彪与孔

孟之道 （材料之一）》通知中说：林彪“和

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

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

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

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

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

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1月

22日，中共中央发出 《补充通知》，提出传

达、学习、讨论《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

一）》时，要增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毛主席在外地

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鲁迅批判孔孟之

道的言论摘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

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及《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

尊孔复古言论辑录》等。

1月24日，江青给中央军委负责人写信，

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

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

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

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 （1月18日） 的通

知”。同时，江青等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单

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

员大会。会后，迟群等人整理讲稿，准备下

发，被毛泽东制止。

1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批林批孔”问题，决定成立由周恩

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

锋、汪东兴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

“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1974年2月至3月间，“批林批孔”运动

遂在全国开展起来。2月1日，《红旗》杂志

发表短评 《广泛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其

中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

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

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

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

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2月2日、20日及3月15日，《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三篇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

到底》 《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

资 本 主 义 的 反 动 纲 领》 《再 批“克 己 复

礼”》。《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一）》出

台后，却始终没有出台“材料之二”。“批

林批孔”运动持续半年左右，虎头蛇尾，再

以后基本上是“批周公”了。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

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以个人

名义给中央机关、军队机关，以及连队、科

研单位写信，送材料。1974年2月9日，毛泽

东批示江青：“除少数 （材料） 外，大都未

看……一切人不见，现 （身体） 在恢复中，

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而江青却越发“积极”

起来，不仅在大会上发表“批林批孔”的煽

动性演说，还批“走后门”，大搞“影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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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

对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不点名的攻击。

2月15日，毛泽东在1月30日叶剑英来信

上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

的也有坏人。”他支持了叶剑英，并针对江

青等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

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

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2月20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

“走后门”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3月20日，毛泽东回复江青求见信，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

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

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

事天天送的人。”

4月1日，江青等操纵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大批判组，发表《孔丘其人》一文，将春

秋时期鲁国根本没有的“宰相”一职强加到

孔子头上，以此影射周恩来。此后，这类文

章纷纷出笼，借“批孔”为名，对周恩来进

行露骨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

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说：两件事变成三件

事。“批林”，这个行。“批孔”，就很难

了。又要批“走后门”，就更难了，那个提

法不妥呢。

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听，借批林彪“克己

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

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

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

大造舆论。江青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军队

“点火放炮”，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

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

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

内搞“放火烧荒”，甚至迫使解放军报社变

相停刊178天。

此时周恩来被诊断患癌症两年了，病情

越加严重，但仍坚持繁重的工作。6月1日，

中央政治局批准医疗组的意见，同意周恩来

住院治疗。住院当天，周恩来就进行了一次

大手术。而此时，毛泽东的健康也出了明显

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

6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

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

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江青说：“现

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

要抬出儒家。”“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

内的大儒’。”之后，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

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

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

大儒”，并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现

代的大儒”是周恩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

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

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

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

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

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10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电话告诉主持

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并要他转告周恩

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

等人非常不满，在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制造借口，攻击邓小平。当晚，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

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

状，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企图阻

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当即批评

了王洪文。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届人大

的通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如今，以安定

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让王海容、唐

闻生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

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

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毛泽东还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

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赞扬了邓小

平，并重申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批示，直

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

你组阁 （当后台老板）。”11月20日，毛泽东

在江青的“检讨”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

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

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之后，

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

毛泽东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

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

恩来、王洪文汇报时，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

“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

‘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

的”。“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

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

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

组织政府 （组阁）。”毛泽东还说对江青要

“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做自我批评。谈

到“批林批孔”，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

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也不告

诉我。有人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

说起来难，做 起来 并 不难。比如“四 书”

“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都不读了，孔

夫子是文圣打倒了，一样可以治国嘛。

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单独

长谈，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

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1975年1月7日，

毛泽东对他的谈话记录稿做了两处改动，其

中一处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

如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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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等人打出批“经验主义”的旗号

1975年1月，周恩来进入他生命中的最

后一年。2月2日，周恩来提议请邓小平主持

国务院工作。2月4日，经中央政治局和毛泽

东批准，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3月26日，

周恩来进行第三次大手术。

就在周恩来第三次手术前，江青等人打

出批“经验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

来和老干部。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

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

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

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日，张

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4日至5日，江青两次讲话称：“经

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党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

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一些

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并分送

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

材料。在张春桥、姚文元布置下，一些报刊

发表文章，开始批判“经验主义”。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

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

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没有理睬。4月18

日，邓小平借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金日成的机

会，向毛泽东反映自3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大

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

“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

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

社4月20日 《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

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

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

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

项，放过另一项。”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

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叶剑英、邓小平批评

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

误，并对江青1973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

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四人帮”的宗

派活动，提出质问。江青被迫做了检讨。

5月初，江青往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

作人员转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

“围攻”，并说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毛泽东则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

了。并说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

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

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

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

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5月3日22时45分至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

在游泳池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

恩来抱病参加。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反“经验

主义”及搞宗派活动提出尖锐批评，指出：

无论经验主义也好， 教条主义也好， 都

是修正马列主义， 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现在

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 “三箭

齐发”， 批 林、 批 孔、 批 走 后 门 。 我 说 的 是

安 定 团 结 。 教 条 主 义 ， 经 验 主 义 ， 修 正 主

义， 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 不能过急。 你

们 谁 要 过 急 就 要 摔 下 来 。 不 要 分 裂 ， 要 团

结 。 要 搞 马 列 主 义 ， 不 要 修 正 主 义 ； 要 团

结， 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

计。 不 要搞 “四 人帮”， 你 们 不 要 搞 了， 为

什么照样搞呀？ 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

员搞团结？ 搞少数人不好， 历来不好。 ……

我看问题不大， 不要小题大做， 但有问题要

讲明白。 上半年解决不了， 下半年解决； 今

年解决不了， 明年解决； 明年解决不了， 后

年解决。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 自己就是

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

义者。 不要随便， 要有纪律， 要谨慎， 不要

个人自作主张， 要跟政治局讨论， 有意见要

在政治局讨论。 印成文件发下去， 要以中央

的名义， 不要用个人的名义， 比如也不要以

我的名义， 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5月中旬，鉴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与

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中央日常工作。

5月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

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江青等人被迫做

了一些检讨。6月28日，江青写出书面检讨，

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提出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

“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

讲“主要 危险 是经 验 主义”等。江 青 说：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

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

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

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

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检讨信批给在

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

建议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表示同

意。毛泽东圈阅。

9月15日，周恩来就近期报刊开展评论

《水浒》指出：他们那些人 （“四人帮”） 有

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 《水浒》、批

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严

厉批评江青评论《水浒》“现实意义”的讲

话是“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

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时，距离周恩

来逝世不到四个月了。因为毛泽东反对，也

因为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江青等人的“批

周公”终于不了了之。■
（本文资料来自 《毛泽东年谱》， 《周恩

来年谱》， 席宣、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 简

史》， 王 年一 《大 动乱 的 年 代 》 等 书 ， 在 此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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