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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七千人大会 前后的一些回忆
袁宝华同志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 苏 华

记 者: 袁老, 作为当年亲自参加 七千人大会 的部门领导, 您一定有不少话要说。我们

想请您谈谈 七千人大会 的有关情况。根据您的体会, 当时党中央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规模那么

大的会议呢?

袁宝华: 七千人大会 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 这次大会非同寻常。从哪儿说起呢? 先谈谈

1959年庐山会议吧。

1959年庐山会议, 最初是要反 左 。毛主席在从武昌到九江的轮船上讲了十几条, 大家都

奔着这个方针来考虑问题。但一下子出了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 情况就变了。

我上山比较晚。我那时是冶金部副部长, 分管生产。部长是王鹤寿, 他先上庐山了。后来是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 要我去庐山, 和国家计委的安志文一起去。我们两人的任务就是一

条, 汇报 1959年钢材平衡问题。当时总理遇到难题了, 本来 1959 年的日子就难过, 想降低指

标; 但总理一看庐山会议的形势, 要反右了, 各项指标看起来下不来呀, 这其中, 钢材又是个关

键问题。

到了庐山, 总理当天晚上就找各部的领导同志谈话, 给大家打招呼, 说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是

什么性质, 主席是怎么表态的, 政治局是什么意见, 等等。他打招呼的原因是怕大家犯错误。

在庐山除了向总理汇报之外, 就是跟各个部的同志交换情况。

庐山会议回来, 各个部门都批判了一些同志。经委批了薛暮桥、郭洪涛, 计委批了贾拓夫。

冶金部也批了几位局长, 也就是说, 对 大跃进 的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批判。

记 者: 当时冶金部的做法也比较急躁。

袁宝华: 是啊, 我们搞冶金工作的同志有一个 私心 , 就想趁此机会发展一下。现在叫抓

住机会。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主席亲自抓嘛! 老实讲, 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

庐山会议本来想把高指标降下来, 因为反右倾, 就硬着头皮顶着要完成, 但最后也没有完

成。1960年就来了一个更大的高指标, 是折腾最厉害的一年。1月上海会议, 搞得很紧张。全国

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 大办水利和养猪场, 一些原定缩减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 高指标、

浮夸风、命令风和 共产风 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960年又遇上布加勒斯特会议, 赫鲁晓夫放了一阵子炮。真是内外夹攻啊。我们那年要生

产1800万吨钢, 赫鲁晓夫讲, 你生产废钢就是了。回来就要鼓这个劲。10月 10日, 邓小平同志

通知中央书记处开会, 会议由李富春主持, 总理、彭真都参加了, 还有几个部的部长。这个会我

作为列席也参加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书记处会议,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总理批评几个部长: 你

们在北戴河会议上当着主席的面都拍了胸脯, 这个可以完成, 那个也可以完成, 现在已经到 10

月10日了, 冶金部讲煤炭供不上, 煤炭部讲铁路运不出来, 铁路又讲钢轨不够。狠狠批评了一

顿。这几个部长谁也不说话。我很少看到总理发那么大的脾气,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三年 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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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大家总是气不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1961年初, 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以后, 大家做了做调查研究, 了解了一些下边的真实情况,

头脑开始冷静了一些。但是, 真正要把基本建设规模缩短, 高指标压下来, 确实不容易。鼓这个

劲很容易, 一哄而起; 要泼一瓢冷水就不大容易了, 你得让他凉下来。

记 者: 七千人大会 对这些情况要进行总结, 您在会上一定有不少的见闻和感受。

袁宝华: 1962年初的这个会议, 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时不叫 七千人大会 , 这是后

来叫的。这次会有 7100多人参加, 全国重要的厂矿、部队和省、地、县都来人了, 我们各个部

的党组成员都参加了。我参加的小组都是各个部门的党组成员。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群工部

的两个人, 发言特别多, 一个曹鲁, 一个王毅之。这两人发言有些新意。另外是我们经委的几个

同志, 还有邮电部、铁道部的同志发言也比较多。

记 者: 您还记得他们讲些什么内容吗?

袁宝华: 时间太久了, 想不起来了, 但有印象。1月 27日, 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他没

按书面报告讲, 是口头讲话。他在讲话里回应了一些不同意见, 像有些人不肯吸取教训, 还问什

么 四十条 还要不要了, 15年赶上英国 的口号还要不要了, 等等。少奇同志的口头讲话实

际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还总结了 大跃进 以来的经验教训, 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

因, 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少奇同志报告以后, 28日小组讨论, 大家对少

奇同志的报告都是满意的, 尤其是我们这些在中央部门工作的同志感到很满意。

记 者: 当时林彪也作了一个报告。您记得出席大会的同志对这个报告是怎么看的吗?

袁宝华: 林彪的报告是 29日讲的, 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为什么说很新奇呢? 他说了很多

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他讲了以后, 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 对他很赞赏。所以 30日

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 还挺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

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

示办事, 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 这是个原则性的话。

记 者: 那么, 是不是感觉到刘少奇对 三面红旗 持保留态度呢?

袁宝华: 没有。他没有否定 三面红旗 。他说: 三面红旗 我们还要不要? 还是要坚持。

他是这样讲的。当时我们认为少奇同志是坚持 三面红旗 的, 大家对 三面红旗 没有怀疑。

如果说人民公社有问题, 都认为是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的。

记 者: 大家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怎么看的?

袁宝华: 30日下午, 毛主席讲话。我对主席讲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坚持民主集中制, 批评

有些人不民主, 说你早晚要 霸王别姬 呀。这就提出一个出气的问题, 白天出气, 晚上看

戏 。主席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 说: 对于经济工作我不大懂,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主席,

我要负第一位的责任。当时大家听了很受感动, 认为这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有责

任。尤其是冶金部的同志, 大家都检讨自己, 说主席是听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头脑发热, 致使主

席犯了错误。

七千人大会 在2月7日结束。2月9日, 富春就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两个党组开联席会议

(当时袁宝华同志已调国家经委, 任副主任兼物资局副局长 访者注) , 讨论平反问题。富春同

志讲, 过去批判了一些干部, 这次 七千人大会 以后, 要给这些干部平反。这之后, 我们用了

8天时间, 每天上午学习 七千人大会 文件。主要是毛主席的讲话和常委们的讲话。在学习过

程中, 党组成员每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24日, 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谷牧召开经委干部会,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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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传达党组的检讨情况。因为国家经委首当其冲。

记 者: 七千人大会 之后不久, 就召开了西楼会议, 您参加了吗?

袁宝华: 西楼会议是 2月 21日至 23日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 我参加了。西楼会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由陈云同志任组长。在这次会议上, 少奇

同志讲, 现在是 非常时期 。我当时听了, 觉得很扎耳: 这是怎么回事? 陈云同志讲了对经济

形势的看法, 富春、先念都讲了话, 我这才体会到形势的严重性。这次会议是非常严肃的。

陈云同志在他的长篇发言中, 讲了他的一些看法, 尤其对于农业, 他是忧心忡忡。会议最后

决定, 要陈云、富春、先念在有各部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再讲一讲。这就是 25日下午在怀仁

堂召开的会议, 目的是传达西楼会议精神。这个会上富春、先念讲得很简短, 主要是陈云讲。他

对农村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 感觉农村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 要恢复起来, 不是一年、两年

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对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 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如何, 包括对土地

的肥力等, 都作了分析。所以这次会议确实起到在 七千人大会 出了气以后又服了一副清醒剂

的作用。当时我们认为 七千人大会 虽说是一个出气的会, 应当说还是一个鼓劲的会。不要使

大家的劲泄下来, 要鼓大家的劲, 这是对的。陈云同志在怀仁堂的报告, 对形势作了进一步分

析, 这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 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 改进我们

的工作, 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

后来, 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给中央写的 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

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 (草稿) , 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幅度调整 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这是很

重要的一条; 第二项是集中全力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 方针是争取快, 准备慢; 第三项是缩短工

业建设的战线, 精简城市人口和企业职工, 就是再减 1000 万, 实际上这一年减了 700万。这三

条起了很大作用。

1962年是内容很丰富的一年。年初开了 七千人大会 , 接着是西楼会议, 5月又开中央工

作会议。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 毛主席没在北京, 是少奇同志主持的。5月会议, 邓老 (子

恢) 讲了话, 后来听说毛主席不高兴。有一位同志在会上讲经济上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时, 讲得

很乐观。他讲了以后, 少奇同志还说, 他和我们一起工作很久, 一向乐观, 他讲的话你们要注意

分析, 不要被他的乐观迷惑了。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很严峻。

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 气氛还是好的。4月 27日中央下发的 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

甄别工作的通知 , 确实使大家一下子感觉轻松了, 精神得到了解放。

夏天的北戴河会议, 我也参加了。北戴河会议比较紧张。薄老 (一波) 在北戴河养病, 陈云

也在北戴河养病, 他俩都没有参加会议。会上, 毛主席点名批评了邓老 (子恢)。我们把这个情

况向薄老汇报了。薄老一听, 他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他要参加。接着, 他就参加会议了。会议从 7

月25日开到 8月24日。会上陈云同志也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北戴河会议回来, 就开十中全会

的预备会及十中全会, 从 8月 26日一直开到 9月 27日。我列席会议。十中全会还批评了在 大

跃进 中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如吴芝圃、舒同、张仲良等。毛主席一点吴芝圃的名, 他就站

起来说: 毛主席, 我要检讨一辈子。

记 者: 在十中全会上, 毛主席说: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这句话我在档案材料中没

有找到。

袁宝华: 毛主席是讲了。我印象很深。我参加了中南小组的讨论, 这次会议气氛比较紧张。

记 者: 据说西楼会议后, 刘少奇同志曾多次找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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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 是的。西楼会议以后, 少奇同志开始抓物资工作, 主要抓物资工作的统一管理、集

中统配、反对分散主义这一条。用少奇同志的话说, 要想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总要用钢材, 总要

用机器, 中央把物资控制起来, 就不能乱搞基本建设了。

3月上旬, 少奇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 要我当天就去汇报。我说我得准备一下。他说, 不要

准备, 你就来讲。我说, 我们物资局属国家经委领导, 我和谷牧同志 (当时任国家经委党组副书

记 访者注) 商量一下, 我们一起去汇报, 行不行? 他说, 可以, 那就明天来吧。当天, 我问

谷牧同志如何讲, 他说: 老老实实, 有什么说什么, 你到少奇同志那里, 不要梳洗打扮。 第二

天我们就去汇报。到了少奇同志那里才发现, 其实物资工作怎么做, 他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 讲

了好多条。说物资工作要集中统一, 把生产资料抓起来。现在采购人员满天飞, 这不行, 要统一

起来, 你去飞, 不要让他们飞。关于如何把物资管起来, 少奇同志讲了一套他的设想。

1962年下半年, 国家成立了物资总局, 1964年成立物资部, 一直到 1965年, 少奇同志一共

找我谈了 8次话, 都谈物资工作。这就是 文革 期间批我时, 所谓 刘少奇的8次黑指示 。

(本文发表前, 经袁宝华同志审阅同意)

(责任编辑: 李 琦)

学术简讯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重庆举行年会

纪念 沁园春 雪 发表 60周年
探讨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

(本刊讯) 2005 年10 月20 日至23 日,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重庆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六届年会, 同时举行的还有重庆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大会。近 100 名代表共聚山城, 纪念毛泽

东的 沁园春 雪 发表 60周年, 共同探讨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二届会长贺敬之以书面方式致开幕词。开幕词指出, 60 年前, 毛泽东

的 沁园春 雪 在重庆发表。 这次发表轰动山城, 传遍全国各地, 使世人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伟大

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而且是伟大的诗人。这首咏雪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珍品, 是他的代表

作。 这首词的发表与传世, 是中国诗坛上的一件盛事。 关于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 贺敬之在开幕

词中说: 毛泽东诗词以高超的艺术魄力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真实地记录了这段中国人民伟大斗争

的历史, 它是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它差不多描绘了现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

事件, 歌咏了这个伟大时代的英雄业绩, 是摧毁旧中国的战歌, 是建设新中国的颂歌。

新当选的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在讲话中提出, 要把

研究和宣传毛泽东诗词作为一项事业来做。他说 : 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和宣传, 不仅是文学艺术研究

方面的一项事业, 它还是宣传、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项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毛泽

东的诗词, 就比较浓郁地反映了他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观、战争观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诗

词, 是毛泽东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形象载体。进一步说, 我们所做的, 也是一项宣传、研究

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精神文化的事业, 是一项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事业。 在

研究会今后的活动中, 既要重视学术研究, 又不能忽略宣传和普及工作; 既要加强对毛泽东诗词艺

术特点的研究, 也要注意突出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 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一些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研讨, 认为毛泽东的 沁园春 雪 雄视千古, 气势磅礴, 豪放壮美 , 用典精

妙, 阐发了反封建主义的时代主题, 抒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赞美。毛泽东诗词的

史诗性特征主要是: 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 表现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 体现中国的时代精神, 表露

诗人的心路历程。 (舒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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