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年5月1日张春桥陪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V. G. Wilcox）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灯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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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用张春桥挑战林彪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评价说是开了一个团结的

大会。而实际上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加大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

盾，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其结果是周恩来支持林彪提出的

发展生产力的路线，陈伯达更是从此完全倒向林彪。而林彪系统的军人

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便企图用叛徒问题把张春桥搞倒。这一愿望没有

实现，张春桥还是顺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张春桥

等起草了政治报告，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心中

又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取消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的工作班子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

导，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社会秩序和党内有了一段时期的

平静。其实毛泽东心里很清楚，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斗争还在继续。

平时林彪对文革派就起着抑制作用，而九大把他作为法定接班人，他定

会对文革派特别是对张春桥下手收拾。也可能是毛泽东为避开林彪的锋

芒，才把张春桥放回上海，让他为整党建党工作做出一些经验来。

果不然，张春桥回上海之后，林彪就要他的几员干将向毛泽东告

状，开始收拾江青了。林彪此时最大的合伙人是汪东兴。九大以后，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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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 张春桥：1949及其后

东兴了解到林彪系统有反对江青的情绪，就有意和黄永胜、吴法宪、邱

会作、李作鹏接近，他们先后在汪东兴家中谈过两次话，在中央军委所

在地三座门也谈过话。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谈话内容主要

是围绕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毛与江的夫妻生活早在

1964年就结束了。汪的谈话使黄、吴、李、邱确信毛泽东早和江青在生

活上并无特殊关系，所以他们抵制江青就无所顾虑了。

由于汪东兴的误导，邱会作等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开始搜集江青在

平时讲话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评攻击的话，他们要向毛泽东汇报，

得到林彪的支持。汪东兴立即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某晚7时到毛泽东

处。他们大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攻击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话，但毛泽

东对江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他认为江青是随便说

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

告状未成，邱会作认为上了汪东兴的当。

从《毛泽东年谱》来看，林彪用自己的特殊语言对毛泽东大树特树，

像崇拜天神那样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一开始对林彪的颂扬之词要么直

接反对，要么作些修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而林彪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颂扬。林彪私下里在他的藏书《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词条

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

是认识到毛泽东有个人崇拜的需要，所以他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

克思主义》一条中写道：“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

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拥护的表示。”“最迅速地响应他每一

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他主事—惟命是

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

听他先说，才可一致。”1看来，林彪的“高举”、“紧跟”、“拥护”，都

不是发自真心，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犯错误。毛泽东和林彪之

间这种推崇和被推崇都是政治需要，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有伪装虚假

的成份。毛泽东也可能看出林彪的违心之言，所以1966年7月8日在《给

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就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

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以后又多次说：“名曰

树我”，其实是“树他自己”。林彪虽然为自己立下座右铭“不为一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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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 533

先”，可是他当了接班人之后，还是忍耐不住，想要试一试这个接班人

是真还是假。

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当时关系相当

紧张的中苏两国商定将进行副部长级外交谈判，而中共高层则担心，苏

联会以谈判为烟雾，而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10月18日，正在苏州休养

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备战，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

战时指挥位置”，并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

入紧急备战状态。2周恩来把林彪的“紧急指示”传阅文件呈报给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的汪东兴拿到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立即送到毛泽东

住处。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汪东兴说：“烧掉。”3  实际

上，后来苏联确实也没有借机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袭击。1970年4

月，毛泽东由杭州转抵上海。离开上海回北京时路过苏州。这一天，毛

泽东带着张春桥、马天水去见林彪。他们的谈话在专列上。毛泽东在谈

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

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

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在谈到怎样防止出修正主义的

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

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4

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回忆：那时毛泽东在上海，张春桥也就住在西

郊宾馆。一天，何秀文和驾驶员李金发（本来给林彪开过车，后来给陈

丕显开车，现在又给张春桥开车）急忙回来，带了几瓶汽油就走了。我

知道他们要出远门了，但不知去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去了苏州。那时

毛泽东在上海，要去苏州和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见面，叫张春桥、马天水

一起去。汪东兴叫何秀文去苏州接张春桥回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苏

州，林彪上了车。此时毛泽东还是要林彪和张春桥搞好关系。他对林彪

说：苏州离上海那么近，不妨到上海去住住。林彪说：春桥同志在上海

的目标大。毛泽东的专列开走后，何秀文看到林彪、张春桥站在车站上

还谈了一阵，似乎在争论，彼此都有些不愉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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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 张春桥：1949及其后

九大党章明确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

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向这位接班人提出“你以后准备把班交

给谁？”这样令林彪心悸的问题，并征询“你看小张怎样？”这不是在

暗示要林彪提早让位，让张春桥接班吗？所以后来有人批评张春桥抢班

夺权，是不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呢？ 

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

彪应战。这是在酝酿着一场更大风波的先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

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

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说：“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

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6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的意

见。会后，汪东兴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

家里坐坐。话题仍然在设国家主席上，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

变成了“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汪东兴又一次对

这些军队头头们误导，而他们又信以为真，吴法宪等人听了都感到兴

奋，认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怀。

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是合乎他的心理的，因为他要退居二线，他

认为当初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给他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前车之鉴不能

不考虑，于是就不打算设国家主席了。但他又把话说得很活络，并没有

说一定不能设，而且说如果设，要林彪出来当国家主席，这是否是他放

出的一个气球，想看看林彪的动态？ 

3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都赞成毛

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闻讯后，即让秘书给毛泽东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

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7毛泽东和林彪玩起了推手游戏。

4月11日夜，林彪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

一、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副主席问题，可设可不

设，可多设可少设。三、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第二天，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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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 535

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毛泽

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把这一意见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明确批示：“我

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站在林彪一边，康生和张春桥则站在毛泽

东一边，争论的焦点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了缓和这个矛盾，

康生提出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得知这一消息表示

高兴。

1970年8月14日下午，修改宪法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

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吴法宪、康生、张春桥。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

时，吴法宪提出在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

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康生、张春桥都表示反对，他们说：“再写上重

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上。”张春桥接着又说：“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

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发

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

着林彪来的，就责问：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是“用毛主席的伟

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8

第二天，吴法宪通过叶群把他和张春桥争论的情况向林彪报告。林

彪让叶群给吴法宪打气：对康生和张春桥驳斥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林彪抓住了张春桥，把他和毛泽东的较量转移到张春桥身上，要拿张春

桥开刀了。

8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

定稿，估计会上要有一场唇枪舌剑。出乎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周恩来感到张春桥有些反常，林彪则说：此事没

完，“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来”。9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把“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因为这三个副词是他提出来加在

毛泽东头上的，如果这三个副词去掉了，就等于把林彪否定了。为了保

住接班人的地位，可以说三个副词是林的命根子。所以凡是由他提出来

的吹捧毛泽东的“副词”，都要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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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 张春桥：1949及其后

庐山惊魂

九届二中全会在8月23日举行。8月19日，各地代表就陆续起程奔

向开会地点庐山了。被封了的庐山，虽然有几百位代表上了山，仍然是

安静的，显现不出有什么热闹。看来，在斗争漩涡中的人物都是轻松

的，谁也没有想到庐山上会风云突起。

林彪8月20日上午上山，下午就和陈伯达单独谈话，商量如何对

“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

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

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

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

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的。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

向主席报告。10

在上山之前，林彪是准备讲话的，叶群叫秘书为他准备讲话稿件。

在起草讲话稿时，叶群提出要坚持天才的提法，因为张春桥反对称天

才，所以打击张春桥的武器就是坚持天才论。林彪上山后，对讲不讲话

曾一度有所犹豫，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

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

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

刀。11

毛泽东得知林彪要讲话，就问讲什么？林彪说：最近听到吴法宪

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

机构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说三个副词是讽刺。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

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怎样讲？林彪说：讲两点，一

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第二是讲天才问题。毛泽东同意林彪发表以上的

讲话内容。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林彪

作了长篇讲话，提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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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

义的”，“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发

言后，康生表示对林彪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选毛

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

“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彪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

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会议结束，

毛泽东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张春桥在会上有何表现

呢？张春桥没有发言，但肯定能听懂林彪的讲话是对着他的。

邱会作有一段回忆：那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

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

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

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

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

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抖，拿着香烟对我说：“老邱抽

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

小小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

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67年1月，他支持上海二军大红纵造我的反，

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12

尽管邱会作憎恨张春桥，但他描述的张春桥的紧张心态应是真实

的。以张春桥的政治经验，林彪的讲话肯定和毛泽东商量过，他此时还

摸不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但从康生的发言对林彪的尽力支持，表明原

来和他站在一起的康生的态度变了。如果林彪的讲话没有毛泽东的支

持，康生不会转变得那样彻底。张春桥知道自己背靠的就是毛泽东，如

果毛泽东支持林彪，自己靠山的态度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又怎能不紧张呢？

晚上9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张春桥、姚文元坐在

后面，不像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和周恩来并排坐着；江青、康生虽

然坐在前面，江青总是吊着脸不说话，康生不停地抽着烟也不说话。陈

伯达、吴法宪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在会场里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

人，两种不同的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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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开小组会问题，没有别的议程。散会之后，

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去谈天。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都是听众，

主要听陈伯达谈。陈伯达认为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

文章也不行，还好表现自己；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张春桥写的

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等等。他们一直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

林彪要打垮张春桥，并不是在会上讲了一番话就算了。又像在九大

那样，他的几员大将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上下结合，准

备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他本人并不出头露

面，而是在后面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

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并叮嘱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几员大将除黄永胜留守没有上山

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

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动员。

《第六号简报》

8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叶群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

作在西北组，李作鹏在中南组，他们都以林彪定下来的口径进行宣讲，

鼓动为林彪抬轿子，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晚上讨论时，张春桥来参加了。他换下从文

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

呼。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还是很客气。许

世友掌握华东组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来当

“宣讲员”，二是作为组员的陈励耘、王维国虽知道一些底细，也不敢轻

举妄动、抢先出头。其他各省的中央委员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

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精神。上海小组的王洪文、徐景贤这时也迟钝起来， 

在林彪讲话以后，还没有和张春桥接触过，吃不透上头精神，搞不清林

彪讲话指的是什么，有什么背景，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在华东组

第一次讨论会上，张春桥静坐着，也没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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