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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国焘评价文 化 大革 命

     

 1968 年 10 月 21 日 ， 几名 美国

  

官员走进一座普遍的香港民宅 ，拜

  

访一位
“

重要人物
”

， 以获得主人对

  

大陆时局的高见 ，供美国政府参考。

  

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 ， 正是流落香

  

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 此次访

  

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

  

文件收藏 ，直到 1992 年才公布其相

  

关信息。

      

“

张国焘
”

这个名 字 ，有人可能

  

很熟悉 ，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 昔日

  

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

  

袖 ， 也是中共历 史上最有名的叛徒

  

之一
。 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

  

生 ，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 ，更

  

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一
、背叛中共后不得志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 中

  

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 ，
一直到

  

长征之前 ， 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

  

可圈可点 。 但是 ， 1935 年红军两大

  

主力会师之后 ， 作为红四方面军领

  

导人的张国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

  

央获得党政大权 ， 并反对中央北上

  

抗 日的方针 ，力主南下 ，事实上走向

  

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 ，他一

  

意孤行 ，南下受阻 ，被迫北上与中央

  

会合 。 从 1937 年起 ， 中共中央开始

  

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

  

批判 ，
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

  

有过这番遭遇 ，他决意叛党。

     

 1938 年 4 月 ， 时为陕甘宁边 区

  

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

  

口 黄

  

东

  

陵之机逃往重庆 ， 张国焘先后委身

  

于军统 、设计委员会等处 ，官场的倾

  

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 ，

  

张国焘逃往台湾。在台湾 ，他的处境

  

更加恶劣 ，看好的住宅也被强 占，
心

  

灰意冷的张国焘在 1949 年冬携妻

  

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 离开台北 ，来

  

到了香港。

      

二 、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 ， 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 ，

  

办起了一个名叫 《中国之声》的杂

  

志 ， 张担任杂志社社长 ， 杂志 自称

  

“
既反共 ，又反蒋

”

。但不久张国焘就

  

与合伙人产生矛盾 ， 张被合伙人轰

  

走。 离开杂志社之后 ，张国焘又去炒

  

黄金 ，想大捞一笔 ， 结果又蚀 了本 。

  

“

屋漏偏逢连阴雨
”

， 妻子杨子烈又

  

在买菜时摔倒在地 ，摔坏了臀盘骨 ，

  

高昂的 治 疗费用 让张 国焘愁苦难

  

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至极 ，真

  

可谓
“

凄凄惨惨戚戚
”

。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 日之时 ，美

  

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 在

  

他们看来， 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

  

治 中心
， 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

  

级领导人 ， 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

  

许对研究中共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 1961 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名

  

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 ，表

  

示希望张 国焘为该 中心撰写回忆

  

录 ，作为报酬 ，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

  

供 2000 港元 。 在当时 ，每月 2000 港

  

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 对张国

  

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 时年 64 岁的

  

张国焘满 口 应承 ， 开始写 回忆录。

 

 1966 年 ，香港《明报月刊》购买 了其

  

回忆录的中文版权 ， 这便是后来出

  

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

  

张国焘 ，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

  

中共早期的历 史十分了解 ， 而且与

  

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

  

交往 ，对他们的籍贯 、性格 、 爱好 、 交

  

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 ， 因

  

此张提供的信息 ， 对美国了解当时

  

中国大陆的政局有重要价值。 于是 ，

  

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也找上他 ， 让

  

他对红 色中国的 时局发表一些看

  

法 。

      

三 、称
“
文革

”

难以为继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 ，但仍然密切

  

关注 1966 年爆发的
“

文化大革命
”

，

  

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1968 年 10 月 21 日 ， 三名 美方

  

人员 （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

  

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 美国专家 ， 为

  

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

  

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专访 ，在这

  

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
“

文革
”

  

走向的判断 。

      

在张国焘看来 ，毛泽东发起
“
文

  

化大革命
”

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

  

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 ，他认为

  

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

  

早在五四时期 ， 张国焘便和毛泽东

  

相识 ，在中共一大上 ，两人又一同与

  

会。 此后 ，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

  

的重要领导人。 在长征中，红一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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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

  

后 ， 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

  

斗争。 毛 、张两人既曾是同志 ，又曾

  

是对手。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 ， 张国

  

焘认为他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

  

力 ，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 ，毛泽

  

东有一种对
“

平等
”

的渴望 ，
一旦他

  

发现 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

  

些 ，甚至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

  

是所谓的
“

变修
”

时），毛便想采取措

  

施来达到 目的 。 这是
“

文革
”

发动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 ，张国焘也认为 ，在
“

文革
”

  

发动以来的两年中， 毛还常受到一

  

些情绪的影响 ， 从而采取一些危险

  

的戏剧性的行动 。

      

对于那些
“

文革
”

中迅速上升的

  

人物 ， 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

  

“

革命小将
”

和造反派 ，张国焘认为

  

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 ， 那些年

  

轻的
“

革命继承人”

不能胜任工作反

  

而成为负担。 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

  

导人衰落后 ， 中国将回归平静 ，

“

文

  

革
”

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

  

继 ，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代。

      

四 、大胆预测邓小平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

  

彪 ， 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

  

喜欢 ，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

  

接班人 ， 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

  

为一个多年的下属 ， 林对毛有着长

  

期的忠诚。 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

  

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张

  

国焘推测 ， 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

  

面的利益 。

      

在毛泽东去世后 ， 中国政局将

  

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 ，

  

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 。 由于接

  

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魄力

  

和政治上的天赋 ， 所以在林彪执政

  

之后 ，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 ，

  

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 ， 因为林需要

  

周的支持和治 国的专家知识 。 在张

  

国焘眼中， 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

  

理者 ，在周的率领下 ，
一些

“

实干家
”

  

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 ，那

  

些昔 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

  

派 ， 比如毛的妻子江青 、 陈伯达 、康

  

生等， 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

  

治影响 。在张国焘的眼里 ，康生是一

  

个平庸之人 ， 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

  

无所知。 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

  

人 ， 比如刘 少奇 、 邓小平等 ，将会复

  

出 ， 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

  

和组织能力 。

      

五、减轻美国对华敌意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 “

文革
”

时期

  

中国的外交走向 ， 张国焘认为对所

  

谓
“

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
”

无需多

  

虑。

“

文革
”

以来 ，毛泽东的外交策略

  

一直在持续进行 ， 比如 当苏联在

 

 1968 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 ， 中国

  

就严厉谴责 ， 但其 目的是使苏联在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 ， 不具

  

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 ：
“

在眼下的中国 ，

  

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 因素 ， 外

  

交事务并非重点 ，就连中苏矛盾和

  

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

”

同时 ，张

  

国焘又认为 ：
“

在与其他国家， 尤其

  

是与西方 国家往来时 ，毛泽东采取

  

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 。 比如 ，

  

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

  

邦德国）， 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

  

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 ， 它向中

  

国提供 了急需的货物 。 与西德一

  

样 ， 日本 、英国 、 法国都将与中国保

  

持友好的 贸易关 系 ，在此 ， 中国根

  

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

”

（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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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告示

      

有时有些告示 太节省笔墨 ，

  

读起来会吓一跳 。 那次我带孩子

  

逛动物园 ， 就看到门 口 有一张告

  

示 ：动物 园每周三上午 10 点喂狗

  

熊 ，欢迎带孩子来。

  

口 路 倩

      

饿死细菌

      

儿子总是不爱刷 牙 ， 我便警

  

告他说 ：

“

如果不刷 牙 ， 细菌就会

  

腐蚀你的牙齿 ， 牙齿坏了 ，会影响

  

你吃东西的 。

”

      

儿子想了想说 ：

“

我有一个好

  

办法来对付细 菌。 从今天开始我

  

就不刷 牙了 ，也不吃东西 ，我要饿

  

死那些细茵！
”

      

批评牙齿

      

正吃晚饭时 ， 儿子 突然 离开

  

饭桌，跑到镜子前 ，
一边用手指着

  

自己的牙 ，
一边气呼呼地说着什

  

么 。 我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

“

我的

  

牙刚才咬了我的舌头 ， 我正在批

  

评它 。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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