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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三线建设苍凉岁月 ! 谈乐炎

! ! ! !很多年后，!!岁的王春才回忆
起与彭德怀三线建设时期共事的日
子，仍是思绪难平，他是原国家计委
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在他的
案头上，整齐摆放着他所著的四版
《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
西南》一书。
作为一代开国元帅，彭德怀驰

骋沙场、金戈铁马的形象深入人心，
最后含冤而死让世人痛心无比，遗
憾不已。然而，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一
年多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彭老总将他一生战斗工作的

最后岁月留给了中国大三线这片热
土，他是忍辱受命，出征三线，虽然
深处逆境，他巡视的足迹仍然踏遍
三线的座座大山深沟，带动了全国
人民积极支援三线建设。”王春才对
记者说。

"#$%年 ""月底，彭德怀受毛
泽东委托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
主任，此时的王春才在西南局国防
工办从事三线建设军工协调工作，
成了彭德怀手下的一兵，见到了敬
重多年的元帅，王春才却多了一份
伤感，那位有着“谁敢横刀立马”豪
气的彭德怀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
跚，更多时候留给人们一个苍凉而
孤独的背影。

“臭了还可以香起来”
"#&' 年第 ( 期《人物》刊登了

王春才写的《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
子》一篇文章，得到了原西南三线军
委军工局局长徐奕的关注，徐曾经
是贺龙的警卫武官，他立即约见了
王春才，鼓励他既然能写好贺龙，也
能写好彭德怀。“我们提供情况，你
来写，让我们一起用西南三线故事
为彭老总补碑。”
一语点醒王春才。在此后的多

年里，他采访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
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以及
当年 )**多位“三线人”，搜集到第
一手彭德怀在三线资料。然而采访
的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 人
中有人因为当年愧对彭德怀选择了
逃避，更多人对那个年代心仍有余
悸而选择了“谨慎”。
历史终究是最公平的。
"#(#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

罢官去职。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
服及几枚勋章上交到军委办公厅，
默默收拾起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
星勋章离开了中南海永福堂，去到
京郊一个叫挂甲屯吴家花园的地
方，在那里开垦荒田，过庶民生活。
时间一晃就是 +年。
"#+(年 #月 ""日，党中央的

一个决定打破了彭德怀本已平静的
生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的彭真亲自约见彭德怀，
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希望他去西南抓
三线建设的建议。彭德怀感到非常
惊讶，当即坦率表示自己缺少这方
面工作经验，难以胜任，更重要的
是，自己已经是一个政治上“臭”了
的人，谁还会听他的话？当天晚上他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下
决心当一辈子农民。

这个决定让毛泽东颇感意外，
他决定亲自找彭德怀谈一谈。

"#+(年 #月 ,-日，毛泽东和
彭德怀两位老战友终于在北京中南
海又相见，两双大手紧紧相握。

坐下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
彭德怀也点了一支。
“记得你好像早戒烟了嘛。”毛

主席笑着说。
“是戒了，庐山会议又抽上了，

很凶。”彭德怀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

气。你去三线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
来，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
复名誉。”毛泽东说。
“我已经被批臭了，还是不去

好，在庐山会议我给你做过三个保
证。”听到“名誉”二字，彭德怀挤出
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哪三条？”毛泽东问。
“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
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
德怀说。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你说的

后两条保证我记得，庐山会议已经
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还在你
那边，你也不要发牢骚，臭了还可以
香起来嘛！”
彭德怀心里微微一热。
“你搞军事这么多年，三线建设

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到三线任
副总指挥，对你没什么保密的，你想
看什么地方就看什么地方。德怀，你
还是去西南吧！”
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主

席，我听你的，去西南！”彭德怀响亮
回应。
多年后，彭德怀还时常和身边

工作人员讲起那次和毛泽东会面的
情景，在他看来，那次谈话后他卸下
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三线。

“在内部监控之下使用”
)#+(年 ))月 -*日，彭德怀到

达成都，落脚永兴巷 !号，头几天精
神很愉快，每天听完工作汇报就打
拳散步品尝美食，他还不知道，接下
来等待他的是当头一棒。

),月 .日，彭德怀偶然翻阅 ))

月 -*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他气得一拳击在了报纸上，彭
德怀认为这是在影射自己。他大口
地抽着烟，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隐约
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场暴风
雨即将来临。
事实上，彭德怀的感觉是对的，

)#+( 年 )/ 月 ,) 日毛泽东在杭州
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
很好，)#(#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
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来到成都时，大三线的

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三线
的整体布局大体已经确定，邓小平、
贺龙、彭真、薄一波等人都亲自到过
三线视察。彭德怀到任后，花了五天
时间听完三线负责人员的专门汇报

后，谦虚地说：“我没有搞过工业，对
三线建设是外行，我是来学习的。”
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有了自己的

想法，虽然没有实际领导工业经验，
但军事家特有的战略眼光和缜密思
维还是让他一语中的道出了三线发
展方向。

“纵观全局，应该突出‘一点、
一片、一线’战略，集中力量保攀枝
花建设，在大西南地图上，这是一个
点。”接着他转过身，指着挂图说：
“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是通向攀枝花
的大动脉，与攀钢要同步建设，这是
一线，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的建设
要跟上，与其配套的电站及其他国
防工业项目也要跟上，这是一片。”
听者连连点头，彭德怀希望尽快可
以到三线各工地看看，“我彭德怀也
+!岁了，还想拼命干一下，只要我
们苦干几年，就会打开三线建设局
面。”

作为一代元帅和曾经的国防
部长，彭德怀在三线却只是分管煤
炭、天然气、水电工作的“西南三线建
委第三副主任”，并且不是常委，这在
很多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这一
点，彭德怀也有所察觉，因为他发现
从来没有人敢单独向他汇报工作，而
且建委各局向他汇报工作时，唯独没
有汇报军工规划建设情况。

这并不是简单的遗忘，)#+(年
冬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位主要
负责同志，在重庆渝州宾馆召开的
工交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转达了
中央对彭德怀三线工作的任命后，
曾若有所思地说：“他的指示你们觉
得不合适可以不办，三线军工就不
要接触了，群众也少接触。”西南局
还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
建设的会议不让彭德怀参加。

王春才从那时起心里就有疑
问，当日后他有机会拜访原西南三
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时，终于
解开了心中那个谜。“彭德怀到三线
建委，干什么工作，分管什么业务，
我们做不了主，都是中央决定的。”
程子华说。这句话在原西南三线建
委常委、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朱光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朱光向王
春才回忆说那时候他向彭真建议让
彭德怀分管三线军工，彭真回答说：
“他管得了吗？”

尽管彭德怀对这一切心知肚
明，但都深埋在了内心，原西南三线
建委第四副主任钱敏在接受王春才
采访时说：“彭德怀同志很大度，从
未提过他分工的事。”“)#++ 年 -

月，西南三线建委在锦江宾馆大礼
堂召开了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彭德
怀副主任很守时，每次提前到会，我
总是见他一人空坐在椅子上，心里
很不好受。”王春才回忆道。
程子华、朱光、钱敏都曾经是彭

德怀的部下，此刻又可以与彭德怀
在三线共事，都觉得惊喜激动，他们
都很尊重曾经的老领导，让他们感
动的是，彭德怀尽管不直接接触军
工工作，但仍然心系军工建设，他曾
经对朱光表示：“老朱，你放心，兵器
工业哪一块用电用煤我保证供应。”
彭德怀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

安危，在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到西南
支援三线建设，但是在三线他没有
得到重用，他是在内部监控之下使
用的。”王春才感叹道。

英雄末路的身影
)#++年初，彭德怀决定去成昆

铁路沿线看看，那是他曾经血洒战
场的地方，他对那里饱含感情。成昆
线被喻为“早穿棉衣午穿纱、风气飞
沙天变黄”，沿线地质复杂，气候多
变，其修建难度在世界铁路修建史
上都罕见。

)#++年 -月 ,,日，彭德怀坐
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
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
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
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
安慰。

-月 ,.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
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漫山
遍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了峭
壁上的人影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
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
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
走进了 -***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
他一针见血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
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
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
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
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
川以及贵州 ,* 个县市，)( 个工矿
企业区。

在 )#++年 (月下旬视察完川
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后，他突然
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的电话，让他马
上返回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
六”通知，正如彭德怀之前所预料
的，暴风雨还是真真切切地来临了，
“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一场批
判会正等待着他。

西南三线建委局级以上干部
,*多人的批判会本来开得并不热
烈，大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最后在
一个西南局负责人的引导下才勉强
找出一些批判理由，大抵都是“你彭
德怀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贯
反对毛主席、反党，到西南后仍不知
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反复争辩后，彭德怀悲凉地留
下了一句：“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
了，有什么好批的！”
“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

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

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
痛。”王春才说。
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西南局与

三线建委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彭
德怀在困惑中致信毛泽东，在信末
他表示：“西南局和三线建委对我很
不信任，怕我扩大个人影响，既然如
此，请求去参加农业生产。”最后他
感叹道：“我现在能见到毛主席就好
了。”
然而，彭德怀这封信并没有使

他得到毛泽东的保护，在江青的指
挥下，一个“揪彭兵团”成立了，很快
到了成都。

)#++年 ),月 ,,日凌晨三时，
寒风凛冽，一伙红卫兵翻墙进入永
兴巷 !号，红卫兵不顾綦魁英、景希
珍的指责，大吼道：“彭德怀！跟我们
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
和你谈。”
让人意外的是，彭德怀从容地

穿上了衣服，坐上了红卫兵的大卡
车，向东郊成都地质学院驶去。钱敏
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周恩来，周恩来
迅速指示，让成都军区派人与红卫
兵一同坐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要
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在火车上，红卫兵又对彭德怀

进行了审讯式的批斗，当乘客认出
彭德怀时，都在感叹曾经的一代元
帅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年 ))月 ,#日，彭德怀在
北京含恨辞世，遗体很快被运走，秘
密火化。
四年后，人们在成都东郊火葬

场的骨灰寄存室找到了彭德怀的骨
灰，姓名那一栏填着“王川”，编号
“,!-”。

)#&!年 ),月 ,(日，王春才在
北京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顾
问浦安修家中，将化名“王川”的彭
德怀骨灰寄存单原件小纸条递给浦
安修，老人很坚强，戴上老花镜，良
久地端详着那骨灰寄存单，面露沉
重之色奋笔为《彭德怀在三线》一书
题词曰：“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
逆境忠贞不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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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年! 在中国中

西部的十三个省" 自治区进行了一

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

防" 科技" 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

设!称为#三线$建设% %"('年中苏

决裂后! 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

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

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

题&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

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 不利于

备战! 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

方& '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关

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这个构

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

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

二线和三线! 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

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 广东韶关以

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

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

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 %)个

省(市(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

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在划定的三

线范围地区新建的企事业单位就称

为三线企业! 建设这些企事业单位

就叫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

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

程! 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

业内迁相提并论&

1965年，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出
任西南大三线建委副主任。有异于常人
春风得意的履新就职，在政治高压下，受
任到大西南的彭德怀更像是在荆棘丛生
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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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彭德怀在四川华蓥山视察三

线正在建设的 -.'厂(./'厂工地% 这是彭德怀在西

南三线工作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