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 年初，毛泽东决

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

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

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

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

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

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

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

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

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多休息

周恩来是在 1972 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

中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

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

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

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文革”中的无理纠

缠等一股脑儿地压到他的肩上，他哪能不劳

累呢？

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

满以为当时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

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

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

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

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

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

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

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

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成了他们发泄

怨恨的对象，也成了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

“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 号

简报事件”等一个接一个。“四人帮”的目标

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的问题整倒周恩来，即

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

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

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

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

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

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

中，“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周恩

来的头上，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

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 1973 年

年底至 1974 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

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

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

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

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

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

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

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

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

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

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

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

周旋，还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

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 1974 年 1月到周

恩来住院的 6 月 1 日这 5 个月时间内，周恩

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

间达 139 天。每天工作 12—14 个小时的有

9天，工作 14—18 个小时的有 74 天，工作超

过 18 个小时的有 38 天，工作 24 小时的有 5

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 30多个小时

不得休息。

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

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

1973 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
的愿望为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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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无法多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

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

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

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周

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

高层工作的人员中也没有谁能进入毛泽东选

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

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

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林彪垮了，周恩

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

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

“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

“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

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

整个国家的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一人

之身。而晚年的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中

央及身边的人都产生了怀疑。他起用自己的

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

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

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

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

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

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

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

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

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

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

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

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在一次会见外宾后，他将邓小平留了下

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

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

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

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

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

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

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

有汉，无论魏晋’”。于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彻

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

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

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愿多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

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

班人培养。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

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

人的水平。

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一般事务都

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

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

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

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

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

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

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

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

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

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

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

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

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

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

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

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

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

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

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

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

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

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

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江青哪肯少说话

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

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

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

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怎么可能少说

话呢？

到 1973 年，开国元勋们已经倒的倒，死

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

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

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

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同时，

江青还分别在 1974 年 1 月 25 日和 1 月 27

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

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

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

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

军的领章和帽徽。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

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

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他曾对身边人说：

“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

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

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

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她变成一个摆设

而不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

江青赶出政治局。

“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

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

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

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

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

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摘编自中

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
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
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
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
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
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
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