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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距今已整整30年了，但對引發

文革群眾運動導火線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

7人大字報的產生經過，至今仍是撲朔迷

離、眾說紛紜。本期印紅標的文章是對大字

報6位發起人以及中央理論小組駐北大調查

組成員的訪談和研究，對這一問題終於提出

了一個較清晰和準確的答案，可供世界各地

文革研究者參考。華林山的文章以政治迫害

與反政治迫害為線索，勾勒出1966-1968年

間激進造反運動的興起與被鎮壓的過程。而

宋永毅一文則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凸現

文革中追求人權、平等、法制和懷疑現存體

制並憧憬新型社會模式的形形色色異端思

潮，並指出它們不僅貫穿文革始終，而且具

有相當大的群眾性和社會影響力。

上述三篇文革研究文章，雖然議題及論

述角度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觀察結

論，那就是，不論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出

籠、文革中激進造反運動的興起，還是異端

思潮的出現，都是文革前中國基層矛盾的積

累與激化的產物；文革中由上層政治鬥爭需

要而推行的有關決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讓各種派別利用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

間、表達各自的政治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