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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朱德三易讲稿

□ 张素华

在七千人大会上, 朱德讲了些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 为了在大会上的讲话, 朱德

三易其稿, 颇费思量, 表现得有点特别⋯⋯

从强调经济问题到赞颂“三面红旗”

1962 年 1 月 9 日 , 在大 会开幕 之前 , 朱德起

草了一个讲话稿, 并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信中

说:“主席: 送上讲话草稿, 请你修正。并问你好。敬

礼 朱德。”

1 月 13 日 , 朱德又把讲稿送给刘少奇、周恩

来、邓小平、彭 真、李 先念、谭 震林 等广 泛征求 意

见。每一份讲话稿上, 朱德都亲自写了请“修正”字

样。在给刘少奇的稿件上, 还专门附了一封信。信

中说:“少奇同志: 你的报告读过了 , 很好 , 很完备,

很透彻⋯⋯我完全同意。我准备了讲话稿, 请你修

正。此致 敬礼 朱德。”

反馈回来的情况是: 邓小平在 1 月 27 日批写

“退总司令”。谭震林 2 月 1 日批写:“已看了一遍,

最好是谈一谈总路线问题。”李富春 1 月 30 日退

来的稿子上说明:“有三处小的修改。”其他人未见

有书面反馈意见。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是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他的看法是: 总的

说来是很好的。“在国内, 十二年来, 特别是大跃进

的四年来, 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连帝国主义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他还说:“事实证

明 ,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

确的。今后历史将进一步证明, 三面红旗不仅是我

们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而且是走向共产主

义胜利的道路。”

二是讲要积极发展手工业, 还应注意恢复和

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

三是讲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大力开发能够

出口的一些产品。

四是强调有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和办法, 关键

在于贯彻执行。基本思想是强调贯彻各项具体政

策, 也就是当时各行各业制定的各项条例。

从讲话的内容看, 朱德这个讲话稿主要是围

绕经济问题展开的, 其中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家庭

副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是他平时比较关注

的问题, 在当时也是两件大事 , 在今天说来也仍是

十分重大的事情。现在我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千

方百计扩大出口, 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国策,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朱德很有眼光。所以, 朱德

的这个讲话稿还是不错的。至于朱德对“三面红

旗”的充分肯定, 应该说是当时程式化的语言。

但是, 不清楚为什么 , 到 1 月 29 日, 朱德却改

变了主意, 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拟在扩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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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来起草的稿子不好, 不适

用, 又重新起草了一个。现送上请修正退我。”

也就在同一天, 朱德又写信给邓小平说:“前

稿不适用, 又写了很简单的稿子, 在这次大会上口

头上讲一讲, 以兹鼓励。请你再修改退我。”

朱德的这个讲话稿( 二稿) , 确实非常简单, 没

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讲话稿说: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报告。十

二年来,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上都取得了伟

大的成绩。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

指引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

面的大跃进。我们的三面红旗, 是毛主席总结了我

国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

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仅得到我国六亿人民的热烈

拥护, 而且得到亚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按照这样一个基调, 他最后强调:

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的工作一定会作

得更好, 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 , 高

举三面红旗, 为完成一九六二年的任务 , 为超额完

成十年规划的目标奋勇前进。

这个讲话稿 , 在表态方面 , 似乎更强调了“三

面红旗”的重要作用, 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评价明显

是夸大其词的。在这个稿子里 , 1958 年以来不仅

实现了“大跃进”, 而且这个“大跃进”是“全面的”、

“史无前例的”。不清楚朱德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

讲话? 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想法? 以朱德一贯的做法

来看, 似乎不太可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中间的反复出

于什么原因?

毛泽东:“未抓到痒处”

为此, 笔者曾打电话给目前唯一可能了解情

况的朱德的秘书曹全夫同志, 向他询问事情的原

委, 并说朱德讲话的第一稿上还有他批写的“打印

十五份 , 1 月 10 日 , 送玉泉山”字样。曹全夫同志

反复回想, 并试图找出自己的日记本, 可惜已经不

知去向,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来电话说, 四十多

年了, 实在想不起来了。至此, 使人很是无奈, 莫非

真的成了历史谜团?

无奈之下, 我仔细翻查当年的一些材料, 想找

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来。事情是不是这样: 1 月

29 日 ,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 大讲“三面红旗”的重

要意义, 对过去几年“三面红旗”的评价调门很高。

林彪讲完后, 受到毛泽东的当场表扬。此时的朱

德, 有可能以为大会会按林彪的口径统一思想。

原因是 : 1959 年庐山会议的前期 , 朱德曾表

现得十分活跃。他批评 1958 年是发了一阵疯,“全

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 , 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 更

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反对办公共食堂 ,

提出要坚持自愿参加, 即使垮了, 也不一定是坏

事。他评价 1958 年说:“最大的是两件事: 一是大

炼钢铁, 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 私人

的坛坛罐罐归了公, 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 使国家

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该退回去, 首先要把农

民的家务恢复起来。”他还说, 我看应当让农民富,

“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

的富, 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

不会的。”或许朱德本人没有意识到, 对全国大炼

钢铁、公社化提出批评 , 强调不要怕农民富 , 实质

上就是对“三面红旗”、对担心出现富裕阶层产生

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庐山会议时, 党内还

是比较敢于讲话的。

庐山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之后, 朱德又说 , 彭

总的看法是错误的, 但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彭

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 艰苦卓绝 , 谁也比不过

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 只要纠正错误认

识, 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朱德的几次发言,

都是这个调子, 毛泽东不大满意 , 在中央常委会

上, 批评他“未抓到痒处”。

由于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 可以说朱德在庐

山会议小受挫折。庐山会议结束仅仅两天, 中央军

委在北京就召开扩大会议, 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

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

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 曾批评过“大

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 , 在这次会上 ,

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会上, 林彪“帽

子”满天飞 , 满嘴伤 人 , 污 蔑朱德 是“老 野心 家”、

“想当领袖”, 还说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

令”。朱德被迫做了检讨。这次会议之后, 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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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调整, 毛泽东为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

副主席, 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常委。随后 , 他的检讨

在党内下发。

在遭受这一系列的挫折之后, 朱德变得谨慎

起来。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很是大胆, 与会者对过去

几年的工作也是议论纷纷, 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

之。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 认为林彪最

能揣摸毛泽东的心思, 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了

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 朱德一定会担心, 大

会会不会突然转向? 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

右倾? 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

“要把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

2 月 6 日下午 , 轮到朱德在大会讲话 了。按

照大 会的安 排 , 这 天下午 是邓 小 平 和 朱 德 两 个

人讲话。待邓小平讲完时 , 时钟已经指向 18 时 ,

外面的 天空 早已暗 了下 来。毛泽 东说 : 现在 , 请

朱德同志讲话。在大会的一片掌声中 , 朱德开始

了讲话。

前面谈到, 朱德的讲话稿只是一个表态性的

发言, 所以给他留下的时间, 就比较有限。

只听朱德开口便说: 今天我要着重讲一讲反

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原来, 朱德又改变了话题 , 不是他送给毛泽

东、邓小平的第二个讲话稿了。看来他对自己那样

的表态也不满意, 于是又换了讲话主题。

不过朱德在大会上作反修报告, 也多少让人

有点颇费思量。对于反修, 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

这次大会未召开前, 他曾布置由周恩来在大会上

讲一讲, 因为年前周恩来曾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

大, 由周恩来介绍一下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

因为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国内的缘故, 周恩来一直

没有作这样的报告。现在朱德忽然来讲, 或许他受

了委托? 或许是有别的原因?

分析起来, 大概与毛泽东 1 月 30 日号召发扬

民主, 强调要让人讲话有关。从 2 月 3 日朱德在山

东组的讲话来看, 他还是比较放得开的。他批评党

内的一些现象, 说: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 吃了一些亏, 运动

中打击面宽了, 伤了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 ,

应当治病救人, 不能搞惩办主义 , 无情打击。要很

好地爱护干部, 尊重党员的权利。

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反“左”容易出右, 反右

容易出“左”。这种情况, 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

有啥反啥, 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

下地来个普遍化。

他讲了农业和手工业问题, 说:

把生产队搞好, 自留地分配好。其余如大队企

业如何办好, 这些问题都要有个规定。

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主

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今后手工业生产还

要发展。办手工业可以使老小有事做, 有收入。有

些东西销到国外可以换粮食、钢材。现在工业半成

品还不多, 手工业产品还很需要。

他认为党制定政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

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 如何增加生产? 所有的

人都要安居乐业。

从这些讲话来看, 朱德很痛恨在党内搞惩办

主义, 尤其是不要一反什么就是一阵风。他谈到的

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 表明他的指导思

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他强调的

“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主要是

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 实际是批评“大跃进”

运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当然朱 德并 不 是 所 有 的 问 题 都 看 得 十 分 清

楚, 也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

已经有一套正确的思路。重要的是, 他讲出了自己

的真心话。他在山东组还讲了以下一段话, 他说:

这两年搞多了一些 , 想越快越好 , 计划是有错

误的。高指标、大计划是否通通都错了? 还不能那

样说。有些是错了, 有些开始看不出来⋯⋯以后搞

不起来才知道了, 当时哪个晓得搞不起来? 北京修

大建筑 , 不修已经修了 , 不能毁 , 在世界上是有很

大的政治意义。经济上吃亏了, 人家来参观, 都说

中国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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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朱德的真心话 , 也是他的亲身体会。

当时的人们对一些事情, 并不像现在的人能看得

如此清楚, 从毛泽东到刘少奇, 都强调总结经验也

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义也就在这里。总之, 随着

大会的深入, 朱德由比较谨慎变得开朗起来, 本来

那个表态的稿子多少有些违心, 在大会上再讲已

没有必要; 但第一个讲话稿他已经自我否定 , 不可

能再讲。那么讲点什么呢? 国内的问题大家都已经

谈得很多, 就讲讲反修的问题吧。

那么朱德是怎么讲反修问题的呢? 他说: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形

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路线。我们同他们之

间 的分歧 , 是马 克思 列宁主 义同 修 正 主 义 之 间

的原则分歧, 是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路线性质的

分歧。

什么样的原则分歧呢? 朱德又说:

⋯⋯他们在对敌问题上 , 不要革命, 厌恶革

命, 要对美帝妥协, 厌恶对美帝斗争, 在兄弟党、兄

弟国家关系上, 从大国沙文主义 , 即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立场出发, 要所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都无条

件服从。

在 朱 德 看 来 现 代 修 正 主 义 的 表 现 主 要 有 两

条, 一是对美妥协, 二是大国沙文主义。究其根源

来说 , 他们“是从害怕战争变成害怕革命 , 自己不

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发展到系统的完全修正主

义的理论和路线”。朱德强调:“面对着这些错误路

线, 我们当然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屈服和让步。如

果我们屈服和让步, 就等于放弃正确的路线, 放弃

马列主义的阵地,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负责任,

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立场 , 放弃革命, 变成修正主

义, 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 我们必须把这个

斗争进行到底。”

朱德的这些提法, 和刘少奇在大会所讲基本

是一致的。但朱德的态度更坚决一些, 强调要把同

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朱德还强调:

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 已经超越了国界, 成为

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同样的, 在一个原来

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也是亚

非拉各国人民以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 所

极共同关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认为 , 我

们这次会议, 对于我们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总

结⋯⋯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同志们, 我们应当

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 使我们在建设方面也像

革命一样取得更完备的、一整套的具体经验, 我们

不但应当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经验 ,

而且应当创造在我们的国家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完整的经验。这是我国人民的愿望, 也是全世

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共同愿望。

朱德这种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

胜信心的信念, 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社会历史进

程的理解和政治理想。根据当时以及后来一些情

况的判断, 他们的表述决不是做秀 , 而是非常真

诚的。

朱德在讲话时还谈到一个问题 , 也值得一提。

他在讲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防修的问题时 ,

提 出高薪 阶层 和富 裕农民 是滋 生修 正 主 义 的 土

壤。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 现代修正主义也有相当

的社会基础和市场。这个问题, 很值得我们警惕。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 有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

他们容易安于现状, 追求生活享受, 革命意志逐渐

衰退, 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成为滋生

修正主义的土壤。

朱德的这个认识, 同他在庐山会议上所说 , 要

让农民富, 一家一家的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是相

矛盾的。这也表现了朱德的矛盾所在。这个认识是

否代表他的所思所想, 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讲话后, 毛泽东说:“同志们, 今天就散

会。明天上午开省一级的会, 下午开大会。”毛泽东

对朱德的讲话没有作任何评论, 就散会了。

大会之后, 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 朱德

的讲话没有下发。

( 摘 自 张 素 华 著 :《变 局———七 千 人 大 会 始

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标题、小

标题为编者所加, 略有删改)

(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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