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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自述（1915—1974）书籍简介

在纪念邓力群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邓力群自述(1915—1974)》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将在全

国发行。

出版方介绍，此次出版的《邓力群自述》由邓力群口述录音整理而成，记述了作者1915年至1974

年六十年的经历。全书既有要人大事的描述，又有切要精到的评析，既是邓本人的回忆

，又为党史、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邓力群在本书后记中说，本书初稿完成于2008年，此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但仍听读了各章

文稿，提出修改意见，直至2010年基本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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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邓力群自述（1915—1974） txt epub kindle 下载 电子书 2024-书籍下载屋

2

/book_302.html


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自述（1915—1974）目录

一 桂东老家

（一）流源山口村

（二）我的祖辈

（三）我的父亲母亲

（四）我的伯父、叔父和堂兄妹们

（五）我的哥哥姐姐

（六）我小时候

（七）我的“学前教育”

（八）小学七年

（九）读遍旧小说

（十）大哥邓飞黄

（十一）三哥邓力成和四哥邓建黄

（十二）我家的三个女性

二 从长沙到北平

（一）在长沙兑泽中学

1．考入长沙兑泽中学

2．开始用“邓力群”这个名字

3．蒋桂战争与红军发展给我的印象

（二）开始读新文学作品

（三）辍学半年

1．军阀混战和红军占领长沙

2．做了七天“堂倌”

（四）目睹“人头示众”

（五）从长沙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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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汇文中学四年

1．考入汇文中学

2．在汇文中学的生活

3．在汇文中学的学习

（七）1933年春：思想转折点

1．阅读进步书籍对我的影响

2．时代的影响和环境的刺激

3．胡平被捕

4．到草岚子监狱探监

（八）1933年暑假在南京的见闻

1．父亲对红军的好感

2．我看到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生活

（九）父亲去世

（十）我打定了跟共产党抗日的主意

1．大哥要我不参加政治活动

2．决心跟共产党抗日

三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当选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带头参加“一二·一六”游行

（二）组织南下宣传团，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北平学联活动地点移到汇文中学

2．南下宣传团的组织和活动

3．成立民先队

4．担任北平学联执委

（三）入团、转党

1．加入共青团

2．转为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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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民先队中建团

（五）党中央决定撤销共青团以后

1．党中央决定的传达与落实

2．民先分队和团支部的活动

（六）我同贺凌由恋爱而结婚

（七）考人北京大学，从事救亡运动

1．考入北大后的情况

2．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斗争

（八）批准去延安

四 延安八年

（一）奔赴延安

（二）对延安的最初印象

（三）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与学习

（四）在马列学院的学习与工作

（五）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六）整风中我写的一张大字报

（七）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工作

（八）八年总结

五 东北岁月

（一）奔赴东北的前前后后

1．告别延安

2．从延安到张家口

3．新立屯连夜出发

4．辞谢陶铸的诚恳挽留

5．在东北局继续坚持下基层的初衷

6．分配到吉北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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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东满根据地的斗争

1．开始做群众工作

2．农民的暗中保护

3．初次做发动农民工作的得失

4．调到榆树中心县委

5．从榆树向双城撤退

6．到哈尔滨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7．回榆树传达落实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

8．在榆树县学习贯彻《七七决议》

（三）亲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

1．北满三下江南、南满四保临江作战的意义

2．榆树县翻身农民踊跃支前、参军参战

3．土地改革使共产党在农民中站住了脚

（四）在榆树县的战斗生活

1．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

2．转入反攻后的一次支前工作

3．主编榆树县《工作通信》和动员农民参军

（五）土地改革中发生“左”的偏差及其纠正

1．全国土地会议之后

2．榆树县土改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偏向

3．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

4．榆树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5．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

（六）在中共东北局工作

1．调东北局巡视团

2．学习张闻天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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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研究工作

4．关注、介绍汪清县供销合作社的经验

（七）为东北农村供销合作社健康发展努力工作

1．从东北局组织部调到财委秘书处

2．起草《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3．起草《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纲》

4．撰写《汪清合作社的研究》，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健康发展

5．起草《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

（八）从安东调北平

1．随张闻天到辽东省委

2．高岗在火车上给我的印象

（九）三年多东北工作的小结

六 新疆三年

（一）准备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

（二）由莫斯科转赴新疆

1．在莫斯科的日子

2．接受新任务

3．新任务的背景

4．刘少奇的叮嘱

5．踏上祖国的大地

（三）初到新疆的工作

1．建立党中央和新疆三区的“桥梁”——“力群电台”

2．与新疆三区负责人第一次见面

3．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洽派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

4．电告中央和王稼祥同新疆三区负责人见面及新疆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

5．关于赠送礼物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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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交毛主席的邀请信

7．阿合买提江等遇难，赛福鼎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北平

（四）了解新疆三区和新疆军政当局情况并及时报告党中央

1．向中央报告的军事情况

2．向中央报告的政治情况

3．向中央报告的财经情况

4．向中央报告的其他情况

（五）秘密进驻迪化

（六）新疆和平解放

1．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

2．大军进疆

（七）建党建政

1．返回迪化

2．建立人民政权

3．发展第一批党员

4．改编起义部队

5．大办干部训练班

6．剿灭顽匪

（八）再访苏联

1．见到斯大林

2．贸易谈判

3．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4．运回和安葬阿合买提江等烈士遗体

（九）三上北京

（十）南疆调查

（十一）几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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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

2．帮助王震修改《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

3．开展宣传文教等工作

（十二）调离新疆

（十三）心系新疆

1．和几位新疆朋友的交往与友谊

2．重返新疆

（十四）与王震的关系

1．初识王震

2．战略眼光

3．屯垦戍边

4．良师益友

七 在中央办公厅

（一）等待分配

（二）初到中办

（三）财贸组的工作

（四）为饶漱石整理材料

（五）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六）毛主席让陈伯达修改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1．毛主席交代修改文件的任务

2．对陈伯达说来，这是一个大难题

3．陈伯达向赵树理请教

4．毛主席提出具体办法并作出理论概括

5．毛主席的主意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6．我的体会：互助合作是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七）陈云同志提出用统购统销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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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到少奇同志楼下办公

（九）起草加强团结的文件

1．毛主席退居二线引发的问题

2．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就掀起风浪，搞“随波（薄一波）逐流（刘）”

3．少奇同志要我协助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

4．毛主席对我起草的决议稿不满意，要胡乔木重写

5．亲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十）参与起草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1955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

2．参与起草李富春在全国人大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方法的比较

八 八大前后

（一）少奇同志向三十多个部委做调查

（二）准备八大报告

1．陈伯达起草的初稿不行，少奇同志要胡乔木也起草一个

2．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三）八大的召开与关于八大决议争议的一些情况

（四）毛主席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随少奇同志南下调查

1．少奇同志南下调查的目的和概况

2．关注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写《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六）在反右派斗争中

1．中央作出整风决议

2．所谓“引蛇出洞”

3．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

4．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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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毛主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八）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经过

九 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

（一）《红旗》的创办和调我去《红旗》的经过

（二）我到《红旗》时的状态

（三）在《红旗》杂志的工作

1．《红旗》初创时的概况．

2．陈伯达否定商品生产受到毛主席批评

3．小平同志重视《红旗》，编辑人员进一步充实

4．整理陈云同志的《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起草关于化肥工业的决定

5．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6．《红旗》编发了好文章，培养了人才

7．编辑部建设的十条经验

十 陪毛主席读书

（一）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上提倡读书

（二）在杭州，陪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三）上海会议期间的传达和胡乔木的反应

（四）在广州读完全书

（五）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涉及的问题

（六）对毛主席谈话的整理和传达、学习

（七）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的重新整理和编辑

（八）对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的简要评价

十一 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二）周总理起草“农村工作十二条”

（三）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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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参加了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广东调查组

（五）抓住了这次调查研究的纲

（六）在番禺县大石公社西二大队深入调查

（七）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八）“三南”、“三北”会议合到广州一起开

（九）广州会议后的继续调查

（十）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及其后对“六十条”的修改

（十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

十二 编辑《刘少奇选集》

（一）毛主席提议编《刘选》

（二）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决定

（三）最初的编辑情况

（四）我担任《刘选》编辑组组长

（五）少奇同志听汇报、谈意见

（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整理补充

1．少奇同志关于怎样进行整理补充的意见

2．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四节的增补

3．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结构的调整

4．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节小标题的修改

（七）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编辑工作

1．在广州初步完成《刘选》上卷的编辑工作

2．党内要求重新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呼声

3．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继续修改和重新发表

（八）笑到最后的是我

十三 七千人大会前后

（一）参加《工业七十条》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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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草任务的提出

2．边调查边起草

3．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及会后的修改

4．小平同志同意陶铸的一条好意见

5．关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产生分歧

6．小平同志口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章

7．毛主席看了《工业七十条》，表示满意

8．庐山会议上的风波

9．关于“工业八条指示”

10．小平同志对庐山风波的反应

（二）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

1．建议大中型国营企业党委书记参加会议

2．整理《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3．关于会议报告的起草

（三）听了最后三天大会的讲话

1．小平同志讲话给我的深刻印象

2．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令人感动

3．林彪与众不同

4．陈云没有在大会上发言

5．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

（四）协助整理少奇同志的口头讲话

（五）对毛主席讲话的认识过程

（六）毛主席到外地了解情况

十四 西楼会议和1962年调整

（一）西楼会议的召开

（二）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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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传达办法的讨论和中央批转陈云等报告的指示

（四）向毛主席请示

（五）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六）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

（七）陈云在第一次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

（八）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

1．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2．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3．毛主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

4．陈云探索怎样以农轻重为序

（九）周总理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和财经小组关于调整计划的报告

1．周总理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

2．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3．中央五月会议讨论财经小组的报告

4．中共中央发出《批发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的指一示》

5．我的一些体会

（十）各个领域作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决定

1．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和决定

2．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

3．我所没有参与的重要决策

4．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点认识

（十一）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调整

1．关于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

2．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3．干部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等方面的调整

（十二）对西楼会议后调整工作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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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

（一）从北戴河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的背景和概况

1．背景

2．概况

（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1．田家英的两湖调查

2．陈云及其他常委的态度

3．邓子恢积极主张包产到户

4．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5．刘少奇、陈云等的态度

6．我的一些认识

（三）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

1．少奇同志的大胆建议

2．毛主席采纳刘少奇的建议

3．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

（四）八届十中全会后我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

1．关于“九评”

2．关于创办托拉斯

3．《刘选》的工作停了下来，工作方法也改变了

4．中央工作会议座位的特殊安排

5．在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提了一个意见

6．陆定一批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7．毛主席指出：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十六 1963—1964年的文字工作及其他

（一）1963年至1964年参加“四清”前所做文字工作的概况

（二）整理少奇同志的反修报告，组织编写反修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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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写作

（四）参与《十评》的起草

1．正式成立反修文件起草小组

2．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概况

3．毛主席提出还要写《十评》

4．陈伯达要我帮他一起搞《十评》

5．《十评》没有搞完，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五）在《红旗》杂志的几件事

1．传达少奇同志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2．发表了错误文章

3．由接待越南《学习》杂志总编辑暴露的矛盾

十七 参加“四清”

（一）参加“四清”的背景

（二）翟里“四清”

（三）桂林“四清”

十八 “文革”初期

十九 干校生活

二十 回北京以后

二十一 简短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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