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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事件”若干重要问题辨析

姬文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高岗事件”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影响深远。在这一历史事件研究中，１９５３年夏

季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问题、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轮流坐庄”问题

以及“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问题，一直是让人深感困惑久未解决的问题，资料

文献和研究论著多有矛盾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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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事件”是建国初期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

严重的权力斗争。这次事件影响深远。在“高岗事

件”研究领域中，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

射刘”问题、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中 共 中 央 书 记 处 扩

大会议“轮流坐庄“问题以及“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一

个，我一个”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试以最新披露

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这些问题作一点

探究和辨析。
一、关于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问题

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在６月１３日至８月

１３日召开。会 议 开 得 风 云 奇 谲，一 波 三 折，导 致 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在８
月７日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岗作了一个发

言，对近期财经工作的缺点错误和薄一波的一些观

点提出批评。在“高饶事件”发生后，这个发言被认

定为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即所谓“批
薄射刘”。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利的图谋在财

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１］２５８－２５９。
真实的情况比较复杂。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定

由薄一波主持，由于薄一波在主持修订税制问题上

出现政治上和组 织 上“原 则 性 的 错 误”，６月１日 召

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由

周恩来主持［２］１０８。

６月１３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幕。６月１５日

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 右 倾 思 想”和 “确 立

新民主主义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确保私有财产”这三个提法，等于对刘少奇作了不

点名的批评。毛泽东还说：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

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

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

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

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

作社［３］３７８－３７９。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这次财经会议的指

导思想。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他虽然没

有亲自参加会议，但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掌握得非常

清楚。毛泽东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始至终

出席会议，详细作记录，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每

天汇报会议 的 情 况［４］２９。６月１１日 晚，毛 泽 东 在 听

取周恩来等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说，财经领

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

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

问题。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中财委的领导和薄

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
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

讨论［５］２４０。

１２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转述了毛泽东的指

示精神。１３日，薄一波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上作了检查。随后，与会代表对中财委工作和薄

一波的检查展开讨论和批评。联系到薄一波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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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作风及在“三反”中的扩大化问题，不少同志的

发言相当尖锐，如军队某同志批评薄一波有圈子；中
南区某领导说薄一波是“季诺惟也夫”；华东区某领

导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有两位领导

的发言还提到薄一波被捕的问题。一些同志还联系

到刘少奇的一些讲话等进行批评，出现“批薄另有后

台”等传言。华东局的某领导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

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

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

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

危险，应 该 把 权 夺 回 来。”［６］１０２很 明 显，这 话 是 冲 着

“华北山头”来的。王鹤寿在与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

谈话时认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

险”，“少奇一贯不稳”。张明远表示不赞成，王鹤寿

说，你不了 解，中 央 的 情 况 复 杂 的 很……。会 议 期

间，当一些 大 区 领 导 和 部 队 负 责 人 集 体（约 二 三 十

人）去看望在西山养病的林彪（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

本人的意思）时，林彪明确表示说“刘少奇在毛主席

身边确实 很 危 险”［６］１２１。他 们 的 话 在 不 少 领 导 中 间

有共鸣。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

８月７日，高 岗 在 财 经 会 议 领 导 小 组 扩 大 会 上

发言。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

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

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张明远的意见，言辞并不尖

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

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

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

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
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

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

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

批改的 地 方，提 到 薄 一 波 的 错 误 是 资 产 阶 级 右 倾

思想［６］１０２－１０３。
高岗后来解释说：“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

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周总理的。新税制

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

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

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

承担责任。会议期间，陈毅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
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林彪，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

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

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林彪说，给军队的同志做

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

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

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
席说：‘那 就 按 党 内 问 题 处 理 吧。’”［７］７３高 岗 秘 书 赵

家梁回忆说：毛泽东曾问高岗：“你看薄一波是什么

性质的问题？”高岗说：“现在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主
席说：“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薄一波是路线

错误，后来又改口了。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的财经

会议，只讲了部分事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讲。在财

经会议上批薄一波时高岗发了言，但高的发言稿毛、
周都看过［８］。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确定，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高岗的讲话里对薄

一波“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定性，是毛泽东亲自加

写的。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结束时到会讲话说，资产

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薄

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９］。周 恩 来 在

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报告说，薄一

波的错误，是经济战线上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
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
亲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
是 薄 一 波 的 思 想 根 源、社 会 根 源 和 历 史 根

源的［１０］１３９。
周恩来的结论报告和毛泽东的总结发言，包含

了陈云和高岗两人大会发言的主要精神。毛泽东把

他自己的意见分散在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里，通过

他们的发言，形成必要的会议气氛，从而水道渠成地

给会议作 结 论。毛 泽 东 始 终 掌 握 着 财 经 会 议 的 方

向，所谓“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

会议方向”［１１］８８４及“搬兵”“解围”的说法是不符合客

观事实的。毛泽东对财经会议评价很高。他说，这

次会开得不错，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财经

会议的 后 台 是 我。只 有 一 个 司 令 部，我 就 是 司 令。
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事情我都知道，总
理的总 结 代 表 了 我 的 意 见［６］１０５。毛 泽 东 还 明 确 表

示，七八月的 财 经 会 议，主 要 就 是 解 决 总 路 线 的 问

题。没有 财 经 会 议，这 个 问 题 许 多 同 志 是 没 有 解

决的［１２］３０４。
二、关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中共中央 书 记 处 会 议 及

“轮流坐庄”问题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邓 小 平 代 表 中 央 委 员 会 在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

反党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当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毛泽

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

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

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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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

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

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

的罪恶阴谋。”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薄一波（他本人未参加这

次会议）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书中说：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

例，毛泽 东 在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原 文 如 此———笔 者

注）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

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

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

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

“轮 流 坐 庄”。他 一 再 坚 持 说：“轮 流 吧，搞 轮 流

好。”［１３］３１５薄一波 的 叙 述 是 有 关 这 次 会 议 最 早 的 回

忆资料之 一，被 后 来 的 研 究 者 广 为 引 用。《陈 云 年

谱》记述：１２月１５日下午，出席中共中 央 书 记 处 会

议。彭德怀、高 岗、邓 小 平、杨 尚 昆、胡 乔 木 列 席 会

议。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

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

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
赞成轮流，唯 独 高 岗 一 再 坚 持 说：“轮 流 吧，搞 轮 流

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

赞成轮流主持。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年谱》有关１５日这天的

记载中，在正文部分没有记述会上讨论轮流主持的

情况，只是在 本 页 下 加 注 了 一 段 说 明，完 全 采 用 了

《陈云年谱》以上的记述。
比《陈云年谱》早两年出版的《彭德怀年谱》与之

记述有所 差 异，说：１２月２４日（此 处 有 误，应 为１５
日———笔者注）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毛泽东

外出后由谁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事项。刘少奇说由

书记处轮流主持，或由周恩来主持。周推辞，高岗赞

成轮流主持。彭德怀说：我不赞成轮流主持，因为日

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
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毛泽东

说：“怎 么 样？还 是 少 奇 同 志 主 持 吧。”刘 少 奇 仍 推

辞。彭又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

的呢。最后，决定仍由刘主持［１４］５６５。彭德怀在１９６２
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述

了会上的情况，他写到：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

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

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

恩来同 志 主 持。周 恩 来 同 志 再 三 推 辞。高 岗 赞 成

“由书记 处 同 志（高 岗 并 不 是 书 记 处 书 记———笔 者

注）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

主持”。我第五个发言，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

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

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
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

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
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

持了［１５］。显 然，《彭 德 怀 年 谱》中 的 记 述 可 能 来 自

“八万言”申诉书。

２００６年版的《朱德年谱（新编本）》（１９８７年版的

《朱德年谱》没有１５日会议的记述）证实了彭德怀有

关朱德支持轮流主持的说法。原文说：会上，毛泽东

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

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朱德

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朱德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１日

军 委 扩 大 会 议 上 受 批 判 时 为 这 个 表 态 作 了 检

查［１６］１４６２。１９９８年 出 版 的《周 恩 来 年 谱》中 有 关１４
日、１６日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１５日这天的会

议竟然没有记述，似乎有所回避。
作为亲历者，杨尚昆的记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１９８６年，杨尚昆在与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谈话中回忆

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

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

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

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
是对他有意见的。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

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这时

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

出“轮流坐庄”问题［１７］。笔者参阅了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杨尚昆日记》，希望找到有关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
可惜的是，日记中对１９５３年的记述只是从１２月２４
日开始（在本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

的问题已基本定性），其他全为空缺。
另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会上，毛泽 东 提 出，

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

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

持，请 大 家 考 虑。刘 少 奇 首 先 表 示，还 是 大 家 轮 流

好。周恩来说，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

理。高岗则表示可以由大家轮流。朱德也表示赞成

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泽

东说，此事以后再议［８］。
很显然，以上的几篇材料存在一些不准确和相

互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彭德怀与杨尚昆的回忆

·７４·

姬文波：“高岗事件”若干重要问题辨析



可能比较符合事实：“轮流坐庄”的问题是毛泽东先

提出来的。刘 少 奇 首 先 表 态 建 议 由 书 记 处 的 同 志

（刘、朱、周、陈）轮流主持中央工作，朱德表示同意，
高岗也赞同；周恩来则建议刘少奇代理主持，陈云、
邓小平赞同。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天未作结论，说

以后再议。这样就给大家留下了会后讨论的空间。
如果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陈云年谱》
中所说，是毛泽东主动提议由刘少奇依照惯例临时

主持中央工作，那刘少奇没必要推辞，会与同志都会

赞同，高岗也不敢反对；如果毛泽东是想测试一下与

会者的态度，在大家都表明意见后，如果毛泽东依照

惯例赞同刘少奇主持，一言九鼎，当时就会定下来，
而会议只是决定在外出期间，高岗与彭德怀、邓小平

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

态度表明他当时并不倾向由某一个同志单独来主持

中央工作，这反映了他自１９５３年８月全国财经工作

会议以来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

观主义”的 坚 决 态 度。在 会 上，高 岗 的 表 现 比 较 正

常，不算太突出，有关“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

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三、关于“你一个，我一个”问题

据《陈云年谱》记述：（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份，当他（高
岗）听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时，估计刘少奇

可能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活动得更

加厉害，他一方面找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企图

争取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另一方面找陈云，
提出他要当副主席，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

个。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反

映了高岗的活动。
“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个问题是促

使毛泽 东 对 高 岗 态 度 急 剧 转 变 的 根 本 原 因 之 一。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点破说：搞阴

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

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
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他不只要打

倒刘少奇，还 要 打 倒 我，也 会 打 倒 林 彪［１８］。可 见 这

个事情对毛泽东的刺激之深。毛泽东据此认定高岗

背着他搞阴谋活动，对他失去信任。
薄一波 回 忆 说，１９５３年１０月 间（原 文 如 此，似

有误。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日至１１月２日，高岗在南方

休假———笔者注），高岗对设立总书记不赞 成，反 对

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
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曾对

陈云 说：要 搞 副 主 席 就 多 搞 几 个，你 一 个，我 一 个。
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断然

拒绝后，高岗又反咬一口［１９］３１５。
对这件事，陈云在１９５５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

的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

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议论，他估计少奇

同志可能被任命为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提出他

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

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最本质

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

了高岗的阴谋。”［１］８８５

关于高岗与陈云的谈话内容，高岗秘书赵家梁

有不同的记述，他说：在高岗经常接触，并能与之深

谈的领导干部中，陈云是高岗特别信赖的一个。到

中央后，高岗与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高岗

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关于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

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

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

说：“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

主席了。”［２０］１１９－１２０在 七 届 四 中 全 会 后 揭 批 高 岗 的 座

谈会上，高岗当面否认了陈云的揭发，否认“多设几

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些话是自己讲的。主

持座谈会的周恩来制止了高岗的辩解，严厉批评高

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高

岗夫人李力群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接受记者李肃采访时

说：“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

们揭发。陈云 就 起 来 说，‘你 一 个，我 一 个’是 你 说

的。高岗说……怎么能说是我说的？”高岗在开枪自

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这些

谈话，籍以说明他的确没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关于高、陈两人谈话的真实情况，我们已无从知

晓。但高岗反对刘少奇当接班人的态度是明确的。
高岗了解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真实看法。建国初期这

段时间，毛泽东非常信任高岗。高岗反刘少奇的话，
很多是 来 自 毛 主 席 跟 他 的 个 人 谈 话 的 内 容。１９５３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要他亲

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２０年代刘少奇在奉

天被捕后的表现。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这个

人没有过社会主义关，现在要帮他，帮不过来就让他

当议长（当时还没有人大）。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说：
我将来要退到二线，一线怎么办？两个方案，一是设

几个副主席，一是设总书记。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

谈，实际上是试探［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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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此时高岗已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

席（与政务院平级）等中央要职，深为毛泽东信任和

倚重，在党内的地位稳步上升，似没必要争抢党的副

主席这一虚职。高岗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反对设

立总书记，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赞成刘少奇担任党的

总书记主持一线工作。高岗几乎是半公开地反对刘

少奇接班，他对不少“信得过”的同志谈过自己的意

见。高岗曾对老部下王鹤寿表示：主席的身体不好，
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少奇如

果当家就很偏，你如能到上海检查工作，就从那里到

杭州林总处讲讲这个情形，希望他能和主席讲一讲。
王鹤寿听后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不能去，林总如果

有什么意见 林 总 会 讲 的，我 不 应 到 杭 州 讲 这 件 事。
高岗说，那我就写封信去吧。王鹤寿劝阻说，这件事

既不应去讲，也不应该写信。王鹤寿感到高岗的行

为太超出了范围，将此事报告了陈云［２２］１２９。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高岗与陈云之间的关于多

设几个党的副主席的谈话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对

此，陈云的回忆比较含糊，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只是

强调在“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高岗

匆匆忙 忙 来 找 我。……我 向 中 央 揭 发 了 高 岗 的 阴

谋”，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陈云的话语逻辑上看，陈

云应该是在这个谈话后马上向毛泽东揭发了高岗的

阴谋。《陈云 年 谱》将 这 个 时 间 定 为１９５３年“１２月

份”。也有学者认为高岗游说陈云的谈话发生是在

１２月１５日书记处扩大会议后的当天夜里。
杨尚昆在《党 的 文 献》２００１年 第１、２期 发 表 的

《回忆高饶事件》一文里说，“你一个，我一个”谈话发

生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间。但是，《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发表的《杨尚昆１９８６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

系演变》（根据录音整理）一文中，杨尚昆却对张闻天

夫人刘英表示，在关于“轮流主持”问题的书记处扩

大会议后，高岗游说陈云“你一个，我一个”，陈云随

即揭发了高岗。也就是说，是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当天夜间。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这两篇回忆文章出

现矛盾。为什么杨尚昆的回忆会出现前后矛盾呢，
是因为他把高岗陈云“你一个，我一个”的谈话与陈

云对高岗的揭发这两件事的时间搞错了，这两件事

有“时间差”，而 且 时 间 差 得 还 不 短，并 非 在 同 一 时

间段。

笔者认为，“你一个，我一个”的谈话不是发生在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而 是 发 生 在１１月 中 下 旬 甚 至 更 早。
而陈云的揭发是在１２月１５日后。

罗荣桓 的 回 忆 材 料 有 助 于 解 开 这 个 谜 题。在

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罗荣桓检

讨自己与高岗的关系时发言说：“同高岗在东北开始

接触，对他的认识凭着一些印象，认为他在西北和东

北是站在正确的方面。高岗调来北京后虽然曾来看

望两次，但因为我在病中不能不说话，他也没有同我

谈过反对中央个别同志的问题。一次他来谈见到主

席说主席同他谈了第二线问题。我丝毫没有察觉他

的用意。而我同他谈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当时军

委高干会议报告的修改，同时我还为了这件事去见

主席 一 次。当 主 席 提 出 二 线 问 题 时。我 推 荐 过

高岗。”［２３］７６０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下旬，高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正

参与修改彭德怀军委高干会议报告。这个谈话透露

出的信息表明，在１１月下旬（或者更早一点），毛泽

东已对高岗个别谈了“第二线问题”。考虑到高岗与

陈云的密切关系和高岗的个性，可以比较肯定地说，
在１１月下旬，在毛泽东与高岗谈了关于“第二线问

题”后，高岗马上找陈云交换看法。这也就是陈云所

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高岗匆

匆忙忙来找我”。于是有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

个，我一个”这样的谈话。
大致在这个时间，王鹤寿将高岗和他的谈话报

告了陈云。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

这些做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

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

不进去的。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

岗了［２４］８０１。在１２月１５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陈

云转变了态度，不支持“轮流主持”的主张。会后，高
岗到陈云家中，他的责问态度立刻引发了两人激烈

的争吵。在这种情形下，两人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多
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亲密的谈话的。
这次争吵不久，大约在１２月１６日或１７日，陈云向

毛泽东揭发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高岗的问题全

面爆发。
从高岗、陈云“你一个，我一个”谈话到高岗问题

被揭发，这里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差。个中原由，
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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