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
晚年的毛泽东花大量时间于他所

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
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年 %月
&'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
看不见，从 !"%$年 $月 ("日起，北大
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
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 )月
*+日记下了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
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
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
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
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
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
命热情的投降派。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

)月 (*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
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然而
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
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
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
“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直接
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
待毛的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
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
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
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
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
《水浒》所提供的机会。从 )月 (,日到
"月 $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
《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告诫读者《水浒》中的义军领袖宋江
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
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月
*$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
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
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指桑骂槐，指

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 *"%+年秋天以后

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
制，他觉得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胡闹，
话说得太过火，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
让江青以后少说话。很多高级干部猜
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
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
《水浒》”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
*"%$年 %月 &,日动过眼部手术

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
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
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
围。*-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
学，他早在 *"." 年就把“六厂两校”
———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树为
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
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
的人在 *"%$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
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
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
太远了。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

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
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本能
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
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
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
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 *"%$年末开
始尝试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
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
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
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
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 ),+*

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 *".)

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

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
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 *"$)到 *".)

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
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
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
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
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
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 *"%$年 )月扩大整顿
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
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
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
动下，他于 )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
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
活、毒化校园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
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
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
人，有时还大发雷霆，往桌子上摔杯
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
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
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
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
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
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
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
“清华的党委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
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
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
宜。他说，身为党委书记的迟群在谢静
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
的讲话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指示
（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 */, 的时
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
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
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
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
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
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 月 *" 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

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
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
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
对着我的……”。毛泽东问，刘冰为
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
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
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
邓小平在 *- 月 (, 日主持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北
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
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
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
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
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
“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
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
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
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
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
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
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
“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相信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
远新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

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
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
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在变
得过于亲近邓小平。毛说，她们就像
“沉船上的耗子”。

由于 *"%(年尼克松访华时唐闻
生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当朱丽·尼克
松和大卫·艾森豪威尔在 *"%.年元月
*日至 (日访华时，毛泽东仍让唐闻

生担任翻译。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给
毛泽东做翻译。几周之前毛泽东已经
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
毛远新。
毛远新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他在

前往新疆（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参
加 *"%$年 "月 ,-日自治区成立 (-周
年庆典的途中，于 "月 (%日在毛泽东
的北京住所暂住。像往常一样，他向伯
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他说那里有
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
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
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 *"%(年
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毛远新回东

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便
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毛远
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
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
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
姐”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开展的批
邓运动时，他也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
作用。
一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后来说，是毛

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不
过，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
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还有一些干部确
信，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
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
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
新确实持激进观点。*"%+年底他在辽
宁时就与迟群有过一段合作，两人一
起推广“朝阳经验”，目的是向学校提
供适合培养农村干部需要的教材，以
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毛远新
本人也同意迟群认为思想教育在清
华大学很重要的观点；他像迟群一
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
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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