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兰丝这丝大兰二竺担
� �

丝尽旦生
�

少
�

卿共塑

对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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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

袁
、

王被杀害的原因是复杂的
、

多方面的
，

仅仅罗列各种原因是不够

的
，
必须准确地分清远因

、
近因

，
主要原因

、
次要原因

，
一般原因

、

特殊原因
、

个

别原因
。

在分清各种原因的基础上
，
实事求是地考察各方应负的责任

�

湘赣边界地

方党委的负责同志要负第一等责任� 中央巡视员和红五军军 长要负重要责任� 中共
“
六大

”
的有关决议

、

湖南省委的有关指示
、

湘赣边界特委儿位前任书记的有关报

告只负次要责任
。
毛泽东同志在 ����年冬采取保护袁

、
王的态度

，
在 ����年 同意

追认袁
、
王为革命烈士

，
但在����年到����年对袁

、

王的看法是不同的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年�月��日
，
井冈山传奇人物袁 文 才 被 杀

、
王 佐 被

害
。

这本是一大冤案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影响
，
结果成为一大悬案

。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党史学界有些同志对袁

、

王之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由 于 各 自 了

解
、

掌握的事实和材料
，
认识

、

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
观察

、

研究问题的角度和侧面
，
总

结
、

概括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

都不完全相同
，
所 以在学术界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

。

本文仅就

争论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参加学术争鸣
。

第一
，
关于杀害袁

、
王的原因间题

。

袁
、
王被杀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
综观大家

在过去的学术争论中发表的意见
，
可以说大体上都谈到了

，
不过仅仅是罗列各种原因

，
而且

没有准确地分清主次
。

我 认为必须准确地分清远因
、
近因

，
主要原因

、

次要原因
，
特别是一

般原因
、

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
。

历史上形成的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来
，
这既是远因然而又是主要原因

。

毛泽东同志深

刻地指出
� “

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
，
就是上客籍的界限

。

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

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
，
历史

�

匕的仇怨非常深
，
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

一

价
。

… …我们的区域内
，
宁冈

、

遂川
、

鄙县
、

茶陵
，
都有土客籍问题

，
而以宁冈的问 题 为 最 严

重
。 … …这种土客籍的界限

，
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

，
尤其不应引凡

本文示」���年 �月��日收至
，
�

���



共产党内邓来
。

然而在事实
�

���
，
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

，
这种界限依然 存 在

。 ” ① 由 于

哀
、 �

�三是客籍的首领
，
而边界地方党委领导成员又多属土籍

，
因此就形成 “ 土籍人的党

，
客

籍人的枪
” 。

这种上客籍的矛盾反映到党内来
，
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的解决

，
就不仅要影响

�刃结
，
产生纠纷

，
阶了且要导致权势之争

，

党权军权之争
，
甚至酿成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

中共
“
六大

”
关 �

九

对土匪及其首领的策略的决议
，
这亦是远因不过属于次要原因

。 “
六

大 ” 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间题决议案中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写的
� “

与土匪或类似

�勺团休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
，
武装起义 乙后宜解除其武装

，
并严厉地镇爪他们

，

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
。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
，
即

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
。
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
让土匪探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

险异常的
。

这些分 �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
，
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

，
亦只能

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
，
绝不能位咒他们于苏维埃政官范围之内

。 ” ②既然有这样一个带
着

“
左

”
的错误的决议

，
那为什么又不是主要颐因呢� 因为杀害袁

、

王 已经是����年的事
，

主要的抓
一

不是要执行
“
六大

”
的这个决议

。

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

衰
、

王在历史上的过失
，
这也是远因

，
但仍然属于次要原因

。

哀
，

王二人都出 身 于 绿

林
，
曾经过着

“
花天 酒 地 的山大 王生活

” ， ③因此不 良作风和习气比较严重的存在 。

杨屯

敏在综合报告中写道
� “

袁
、

王二人都非常狡猾
，
且有能力

，
对党的认识很薄弱

，
小资产阶

级意识非常浓厚
，
信仰个人

，

不信仰群众
。

衰王二
�

人相较
，
则王较爽直

，
但都是个性强

，
不

，
、

共受批评的
。

边界因称为
‘
特别党员

’ 。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
，
因为一则不接受批

评
，
二则不看党的书报 �五不识字�

，
只相信 自己万能

，
枪杆子万能而 己

。

对我们的政策
，

常常
二毯日是心非

，「

… … 甚至全然不接受
。 ” ④我认为这两个历史文件对袁 、

王所作的评述尽

管有着
“
左

”
的情绪

，

说得过火 了一点
，
但

丁

转木 上是可信的
。

既然这样
，
所 以哀

、

王二人就

常常会引起边界
，

也方党女和一些同志的反感
。

反感还不至 于要导致杀头
，
所以也不是主要泵

因
。

以 �丁三个方而所说的都是属于远因和一般原因
，
除了第一个原因外

，

其他两个都属于次

要原因
。

湘梭边特委前任书记杨克敏
、

邓蛇元曾经提出对袁
、

王的处理意见
，
这虽然是远因

，
但

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

杨克敏在综合报告中
，
从

�

泳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说过
� “

我们过去用外交

手段拉拢袁王
，
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

，
以此 民久地和他办外交

，
有许多政策为了要

迁就他而不得实行
，

或者至少要转许多周折才能够实行
，
这样的瞻前虑后去做事

，
又怎能畅

行顺手呢� ” “
对土匪阿题之失策

。

对土匪首领的 外 交 手 段
，
用得太久了

，
而不去夺取其

群众是大失策处
。 ” 甚至提出了件告性念见

� “ 浅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
，

终久是要爆发的
。

如果不及时 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
，

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
，
而前途是很危险的

，
所以夺

取土匪的群众
，
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

，
应是边界封不容缓的工作

，
须特题加以 注 意 才

行�
” ⑤邓乾元在工作报告中也大声疾呼 � “

边界政权的危机一一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 个势

力就是土匪
。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
，

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

权
，
现在上匪何题更加严重

，
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

，
哀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

，
王

在袁的影响之下
，
亦

一

与我籽的关系 日趋恶化
” 。

并提出要急待解决土匪阿题
， “ 照六次全会

的指示解决之 ” 。 ⑧
影响总归是影响

，
乘要的是现在的组织有决定

。
����年�

�

月�� 日至�� 日
，
赣西特委 发 超

���



在遂川牙田召开有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
中央巡视员彭清泉 也出席了会

议
。
会议决定西特边特合并

，
成立前委

，
以便指挥五

、

六军军委及边特委
。 ⑦就是在这个会

议
�

仁还作出了必须坚决解决哀王的决定
， “

当时前委
” “ 以袁

、

工多问题
” “ 曾决定开除其

党籍
，
并徐图解决之 ” 。 ⑧彭清泉的到来就是为着解决袁 、

王���题的
，
所谓

“
负责办理

” 。

⑨决定已经作出 ，

利
一

『的就是在什么时间找什么借「�来执行的问题
。

我玖为这是近因而且是

最主要原因
。

罗克绍事件的出现
，
也是近因并起着

一

导火线作用
。
罗克绍是湘馈边界

一

互县 �茶 陵
、

部

县
、

宁冈
、

永新
、

莲花�联防 尝
、

指挥
，
群众无不 切齿痛恨

。

因他 有
一
个小塑兵工厂

，
所 以衷

文才就企图在捕捉他之后以礼相待
，
要他把兵工厂搬来宁冈

。

这本来是一种对敌 斗 争 的 策

略
，
但由于过去形�戊了�福�刃

，
所 以袁文刁

‘

就在事先没有把 自己的意图向宁冈县委
、

湘赣边界

特委报告
。
����年�月�，「�， 罗 克绍被捉来，

袁文才亲自松绑
，
还摆酒席接风

。

事后
，
有 的

人散布流言蜚语
，
说什么衰文才

‘

反水投改
。 ’

宇冈
一

县委负责人谢希安向边界特委告状
，

说袁文

才别有用心
。

于尤龙超清就和王怀
、

朱
�
昌偕商鼠要采取极端措施

。 ⑩
以上三点听说的前一个是远因

，
后两个是近因

，
它们都属于特殊原因

，
在袁

、
工被杀害

李件中起着重要作用
。

此外
，
还有个别琢因穿插在其中

�

例如
，
袁文才中途逃跑开小差

。
����年�月中旬

，
衰

文才跟随红军主力向帐南进军
，
途中

，
他得知

“
六大 ” 决议中关于对待土匪及其首领的策略

之内容
，
从而担心党对自己的政策会有变化

，
加上原在井冈山呆惯了

，
过不惯终 日行军又打

仗的艰李犷生活
，
丁是十分思念家乡的生活及其人马枪枝

，
因此在�月 中 旬红四军到达吉安东

固时
，

他就开了小差
，
依靠三点会洪帮的关系回到井冈山茅坪家乡

。

尽管他后来在妻子谢梅

香的规劝
、

老庚王佐的形助
、

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的教育下
，

还是重新出来参加了革命
，
但

这个历史污点在当时的形势下往往容易导致别人采取极端措施
。

又如
，
袁文才喜欢陈白英

，

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又慕其姿色
，
争风吃醋

，
于是产生明争暗斗

。

再如
，
袁

、

王曾经杀掉

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的一位亲属
，
于是龙超清等人产生怨恨之心

。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好摆

到桌而上来的
，
但在暗巾却起着一定的作用

。

综 上所述
，
我们可 以青到

，
这样多极其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

，
必然要导致严垂事件的

产生
。

第二
，
关�

�

杀 苦哀
、 ，
仁的办任问题

。
����年 �月

，
庐山会 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

，

其中就把杀害袁
、

王作为彭德怀同志久沂史 �几的
一

今严重错
一

误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

那就把

他升级为杀害衰
、

王的罪魁祸注了
。
����年��月

，

彭德怀同志平反了
。

之后
，

大家重新研究了

袁
、

王被杀害的问题
， 一 致认为把全部贵任归之于彭德怀同志是完全错误的

，
同时认为要彭

德怀同志负主要责任也是不恰当的
。

不过又出现
一

了这样一种意见
，
认为

“
中央的

‘
左 哪刃政

策要负主要责任
” ， “

湘债边界地方党委要负第二等的责任
” ， “ 彭德怀同志也有责任

” 。

时在这 里
，
我要提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

‘
尸央的 “

左
”
倾政策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

“ 是中共
‘
六大

’
关 于

一

��匪 问题的 决

议” 。 �

峥这个决议真的要负主要 责任吗� 我 认为只是有影响
，
但不能负主要责任

。

我们应该

看到
， “ 六大

”
决 议是 �兜�年�月�日作出的

，

冬天传到�卜冈山
。

毛泽东同志主�寺讨论 了
“
六

大
”
决议

，
在袁

、

工出席时
，
没有宣读关于对土匪的策略这一条

。

之后
，
毛泽东同志在小范

叫内开了个全
，

教 毕大家要对袁
、
干作 几体分析

�

旋
一

丈才卞来就是共�
一

论员
，
厂佐 后 来 也

· 」�� ·



入了党
。

他们过去当过����匪
，
但与豪绅地

�

�探寸立
，
后来又欢迎和拥护我们

，
并帮助红军在井

冈山安下了家
，
因此

，

性质起了变化
，
我们没有理由杀袁

、

王
。

卿这就是说
，
以毛泽东同志

为书记的全〔四军前委
，
在贯彻执行

“
六大

”
决议时

，
已经对袁

、

王作了妥
一

善处 理
。
����年

秋
，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曾经提出要按

“
六大

”
指示解决土匪问题

，

但他也认定
“
此为

下策
” 。

�列����年�月
，
他早已离开湘赣边界

。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吕价向彭德怀同 志请

求派兵时
，
业没有提出要执行党的

“
六大

”
决议的问题

。

赣西南特委在批准西 路 行 委 � 即

原先的湘赣边界特委 �枪决袁
、

王时
，
也只是说袁

、

王是
“
叛徒

” ， ⑩跟本没有提 到 执 行
“
六大

”
关于歼除土匪首领的决议

。

由此可见
， “

六大
”
关于对待土匪及其首领的策略之决

议尽管有
“
左 ” 的错误

，

但并不能对杀害袁
、

王负主要责任
。

对杀害衰
、

王要负第一等责任的是湘赣边界地方党委 �永新县委
，
宁冈县委

，

湘赣边特

委一一����年��了改称赣西南特委所属的西路行委 �朱昌楷
、
王怀

、

龙超 清
、

谢 希安 等 同

志
。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由于他们

一

与袁
、

王之间的矛盾进
一

步激化才导致袁
、

����被杀害事

件的发生 �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作了说明
，

这里从略 �
。

二是他们罗织华名
，
提 出 要 杀 害

袁
、

王的理由
。

他们编造了许多罪名向上级和红五军汇报
� “

袁文才
、

王旅反对分田
，
反对

建立苏维埃
，

并勾结茶陵靖 卫 团 扰 害永新赤色政府
” 。 ⑩ “

袁
、

王本是 片冈山的贼大王
，

时常强迫农民随他们到遂川
、

永新
、

宁冈边境一带大烧大杀大抢
。 ……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

和赤卫队
，
实行土地革命

，
反对盲动

�

�二义等一概反对
，
在外仍然患意大烧大杀大抢

。

朱
、

毛

离井冈时
，
曾令袁文才同行

，
但袁畏怕辛苦

，
并倾向改组派

，

所 以在东固开小差回井冈
，
躲

避我们的人
，
不敢会谈� 又造谣说红军快要消灭 � 离间红军与工农群众的感情 � 派其党羽到

红军来开小差� 任意屠杀工农� 公然在湘赣边特五次扩大会上
，

拿出手枪
，

大呼独立
。 … …

… ” ⑩三是�他们去安福县洲湖红五军军部借兵 。

彭德怀同志回忆说
� “

正在扩大会议进行的

某天晚上
，
特委书记朱长楷同志和另一个同态

，
可能是王怀

， ……来到红五军军部
。

他们反

映说
， 一

七位
、

衰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
，

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
，

作出

决议
，」三佐在讲话时手里拿着驳壳枪

。 … …朱长楷同志说
，

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
，
边区党

有被
，

网打尽的危险
。 ” ⑩翁徐文同志回忆了当晚全城行动的情况 ，

红五军第四纵队悄悄地

包围 了袁
、

王及其部队的住地
，
之后

，
朱昌偕手拿驳壳枪

，
趁袁文才熟睡之机

，
用脚踢开房

门冲进去
，
袁听到声音

，

急忙摸出放在枕头下的手枪
，

但来不及开枪 自卫
，

就被朱昌价击中

打死在床上
，

流了一滩血
。

机警的王佐听到枪声
，
立即冲出房门

，
拚命逃跑

，
企图跑过浮桥

逃往宁冈
，
不幸失脚落水卷入东关潭被淹死了

。

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红五军军
一

长彭德怀两同志对杀害袁
、

王要负重要 方任
。

杀害袁
、
卜

事件
，
不管采用了多少密谋策划

，

但毕竟还是作为党内
、

军内
、

革命队伍内的斗 争 来 处 理

的
。

既然这样
，
所 以代表上级来处理此事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就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

。

对于朱昌借等人提出杀害袁
、

王的要求是否同意
，
这就关系到袁文才

、

王沁两同志的生死
。

赣酉南特委在向省委报告中明确写到
� “

中央派来解决袁王问题的
”
是

“ 杉清泉同志
” 。 ⑩

赣西南刘作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则强调指出
� “

解决袁王问题
” “

是中臾巡视员彭清泉同志

负责办理的
” 。 “

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儿位同志开会
，
��完全没有通知

，
设法把 袁 王

骗到永新城里来
” 。 ⑩滕代远同志代表五军军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 � “

恰此时中巡彭同志

及边特来信
，
调 五军回边界解决袁王

，
故率队回永新

。 ” ⑧既然彭清泉同 毖负责办 理 解 决

哀
、

王问题
，
所 以杀害袁

、

王他就应该负极其重耍的责任了
，
这是不可推却的

。

�

���
�



朱昌偕
、

王怀
、

龙超清
、

谢希安以至彭清泉等人都是从事党务工作的
，
没 仃军书实力

，
因

此
，

他们至多只能开除袁
、

王的党籍
，

撤销袁
、

工的职务
。

他们 也深感到这 一点
，

所以就去

勿�
�

瓦军军部向军长彭德怀同志借兵
。

我认为
，

如果彭德怀同志在当 时 不 仪 是一般说王佐在

����年夏
“
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

” ，

卿而且进一步提出
�

伐不能只听一面之同
，
还

需要调查了解一 卜
‘

� 或者说
，
这是我们党内

、

军内
、

革命队伍内的矛盾
，
我要出�直了找袁

、

王

谈谈
，
做做调停

�
�
一

作� 至少 可以说
，
杀人是极端的办法

，
还是采取暂缓的方针

，

边特的同志

感到有危险就先来红五军军部躲避一下
。

刀巧么袁
、

工之死的事件就可以避兔
。

可彭德怀同志

却
“
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 便采取

一

了行动
，

即令第四纵队随朱 长楷同志进抵水新城郊
” 。

初

既然这样
，

所 以我 认为杀害袁
、
�泣他负有较大的责任

。

何 长工同志在 ����年 ��月指 出
�

“
衰

、 」三是个错桑
，

但完全怪彭德怀同志也不好
， … …彭在这个问题上

，
应该是有很大的责

任
” 。 ⑧
这组有三个具体���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
一

，
当时的形势

。

有的同志说
， “

在当时
，
湘赣

边界而临着国民党反功派的频繁的军事
‘
围剿

’ ，
军事是异常紧迫的

” ， ⑩言下之意是处在
紧急关头

，
根本没 有缓冲的余地

。

我认为并非如此
� ���。年�月间

，
从敌我形势来 说

，
红 五

军 在泰和的马家洲
、

占安的永阳
、

高塘打 了儿个胜仗
，
还准备攻打安福县城

，
红四军

、

红六

军在吉水的水南
、

施家边
，
吉安的值夏歼灭敌军唐云山旅

，

敌人 已经恐慌
，
我军情绪高昂

�

从水新的形势来看
，
哀

、 」
�

几及其部队并没有异
‘

瀚均军事活动
，
况且与袁王矛盾尖 锐 的 朱 昌

偕
、

王怀 己经来到红五军军部
。

可见
，

并不是处在非采取断然措施不可的危急关头
。 �

二
，

地

方党委与红
�

瓦军的关系
。

有的同志说
， “

当�付规定
，
红军凡到一地

，
须接受当地 党 委 的 领

导
。

所以朱昌偕等人的话对于红五军是有一定份最的
。 ” ⑩也有的同志说 ， “

彭德怀的部队

又是直接受省委指导并 与湘赣边特委发生横的关系
，
他这支部队曾经被规定

�

在前委不能指

挥时归特委指挥
。 ”
放不错

，

在����年确实作过这样的规定
� “
敌人第 三次围攻大小五井时

，

四军军部出发概南
，
留五军比�特委指挥

，
留守大小五井

， ……前委对于五军指挥权
，

规定在

前委不能指挥时归特委指挥
。

从 压月起 至现在五军是归特委指挥的
。 ” ⑩实际上湘馈边特委

在很大程度
�

上还是年补斤红 �三军军部的
，

再说彭德怀同志的身份
、

地位
、

资格
、

威望
、

实力都

大大超过朱昌楷
、

王怀
、 �

龙超清等人
，
这就是说

，
湘赣边特委不可能指挥红五军

，
湘赣边特

委要红
一

互军办事
， 一

也只能是请求
，
而不能是命令

。 一

可见
，
彭德怀同志完全可以不点头

，
不支

持他们的极端要求
。

肖
�

屯同
，

恋
一

在����年�月�日说过
� “

当时在地方
，

在军队
，
真正解决问题

的是彭德怀
。 ” �

二
，
对 于彭德怀同志在 《往事回忆》中所说的

“
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

这句话的理解
。

瞥有的同志觉得既然是轻听轻信
，
所 以责任就一般 了

，
我同意彭德怀同志自

己�听说白勺犯 了严重错误
，

而轻听轻信则是说明他所犯少���重错误的原因
。

说实在话
，
彭德怀同

志犯这个严重错误还是有点由来的
�

早在 ����年�月�日宁冈柏路会议上
，
讨论

“
六大

”
决议

时
，
他就

一

仁张杀袁
、

王
。
����年冬陈正人同志的回忆和����年春谭震林同志的回 忆 都 淡 到

这一点
。

除了回忆材料
，

还有个历史文件为证
， ����年�月�� 日

，
五 军军委滕代远阿志在报

告中 ”孔亘
� “

五军 与四军在井冈山会合时
，
对 食�二问题主要负责人提出讨论

， �� �二张很急
，

坚决处决他们
，
经毛多方解释

，
还是取容纳训练态度

。 ” ⑩再说 ，
���引目川飞

，
红五军在报

告中也谈到
� “

五军离井冈�妇后
，
已把他 �指工佐一引者泣 �的枪伎编 �

’

带到外 �可游击
，
欲

分散他们的势力
，
然后 价�

·

亡” ，
只因他们

“
老好巨滑

” ，
才未能达到 日的罢

一

�’ 。

�必须说

明的是
，
彭德怀的 生是 革命的

一

生
， �
浅牛的一生

，

伟大的一生
，
就是在井冈山斗争和湘赣



边斗争时期也是功勋卓著的
。

这里说到他在哀
、

王间题上要负较大的责任
，

并不能损害他一

生光辉的形象
。

金无足赤
，
人无完人

，
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

即使总前 务也犯过此类严重的

错误
，

如����年 �月间
，
在于都桥头平女寨解散红二十军

，
处置副排长以上干部

。

至于湘赣边特委前任书记杨克敏
、

邓乾元写过有关报告
，
湖南省委有过有关指示

，
中共

“ 六大 ”
作过有关决议

，
但在杀害袁

、

王的事件
�

上
，
只是有点影响

，
在很大程度

�

�几被当着旗

号利用一��’ 而已
。

因此
，
我认为他们只负次妥的责任

。

第三
，
关 于毛泽东同志对袁

、
王被杀害的态度问题

。

有的同志十分肯定地认为
� “

哀土

被杀之后
， ·

一陈正人
、

何 长工等许多同志都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
，
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

答复说
‘
杀错了

’ 、 “
要平反

’ 。 ” ⑩他们又进一步写道 � “
一九三�年十月

，
陈正人同志

在古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衰
、

王被杀的情况时
，
毛泽东同志说

� ‘
杀错了

’ 。

并批评某些人
‘
不讲政策

。 ’ ， ⑩ �

卜述材料出自何处� 作者没有往明
，
不过从整个文章来看

，

可 以发现它

出自����年冬的回忆材料一一 《陈正人同志谈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扩勃
。

这

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
因为涉及到陈正人和毛泽东同志

，
但我还是木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

科学诚实的态度
，
提出不同的意见

。

对于陈正人同志的回忆材料
，
我认为要考虑到这样几点情祝 。 一是事隔四

一

�
·

多 年 的 回

忆� 二是在文革期间对毛主席只能言是不能言非的形势下所作的回忆， 三是����年 �月庐山

会议己经把杀害袁
、

王作为彭德怀同志的一大罪状
，
在����年彭德怀�司志还未得到平反

。

这

些情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主妥是����年出现了新的情况
，

毛泽东同志对袁文才
、

王佐的看法有所变化
。

袁文才在红

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时担任军参谋 长
，
可中途开了小差

。

此事已经引起红四军前委及其书记

毛泽东同志的反感
。

����年����� 日
，
红四军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 “
最困难时 兵 士

�
一

洲
、
差的吸少

，
干部袁文刁

‘

等数人脱离队伍
。 ”
匆����年�月上旬

，
前委在吉安破头召 开 联

席会议
，
历史上称为 “ 二七

”
会议

。

比次会议有不朽的历史功绩
，
但也存在着严重错误

，
例

如
，
硬是把持有不同意见的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同志开除党籍

，
错误地认为地主富农充塞着检

西赣南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
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坚决打倒

，
并且在党内开了杀戒

，
枪毙了所谓

“ 四大党官
” �

一郭士俊
、
罗万

、

刘秀启
、

郭象贤
。

前委已经开始了
“
左

”
的错误

，
作为雨

委书记哪能例外
。

因此毛泽东同志对袁
、

王不再客气那是可 以
一

肖定无疑的了
。 “

二七
”
会 议

建立总前委
，
还设立了常委机构

。

总前委管红四
、

五
、

六军军委和赣西南
、

闽西
、

东江等特

委
。

毛泽东同志是常委和书记
，
中央巡视员彭清泉 〔 即潘心源 �同志也是常委

。

彭德怀同志

是候补常委
。

身为总前委常委和 书记的毛泽东同志不可能在事隔 �个月之后还不 知 迸 彭 清

泉
、

彭德怀�司志关于处置哀
、
王�玲清况和原先在遂川联席会议上的决定

。

人们也不能设想在

毛泽东同志持反对态度的前提下
，
赣西南特委能够在�月�日批准西路行委沧决 袁 文 才

、 一

仁

佐
，
在 �月向省委报告解决袁王问题

。

或许有人会说
，

上述分析只是推论
，

不能否定陈正人同

志于��月间在吉安汇报时
，
毛泽东同志改变了白己的看法

。

我认为一般来说
，
改变看法是可

能的
，
但此事就属于例外

，
为什么� 请看

�

����年 �月至��月
，
关国新闻记者埃德加

·

斯诺到陕北
一

苹命根据地住行实地采访
。 ����

年到����年
，
在英美出版了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
����年�月中文不扛下在上海用复社 名 义

出版
，
题为 《西行漫记 》 。

书中用毛泽东同志第一人称的话语对袁王问题作 �’这样的叙述 �

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的土匪的领袖
，

名叫王佐
、

袁文才
，

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加入了红军
。

使

���



红军实力增加到将近三旅之众
。
王

、

袁都被任为旅长
，
而我是军长

。

这两个人茧然是土匪出

身
，
可是曾经投降过国民革命军

，
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

。

当我在井冈山的时候
，
不也

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党徒
，

执行党的命令
。

可是后来
，
当他们单独被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义恢

复了土匪脾气
，
结果被那时已经组织化

、

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们所杀害
。 ” ����年

��月出的第一版《西行漫记 》对这段话重新翻译过
，
改功的地方是属于技术性的

，
不过对 �

几 “

可是后来
”
之后的几句话就完全删除

一

了
。 ⑩重译本为什么要这样作� 是由于遵循科学性的原

则要纠正斯诺记错了的地方吗� 否
。

完全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
，
因为

�

一是衰
、

工已经定为

革命烈
�

��� 二是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 厂
�

��是防止外宾老是拿着冬西行漫记》米提出质疑
。

作

为宣传工作确实需要这样
，
但作为科学研究却不能如此

。

根据以
� �

仁情况
，
我们认为

�

从����年到����年
，
毛泽东同志对衰

、

王被杀害没有持反对

态度
。

毛泽东同志在均��年��月制定了对袁
、

王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
在����年冬仍然

采取保护袁
、

王的态度
，

在����年同意追认衰文才
、

王佐同志为革命烈士
，

在����年�月垂上井

冈山时接见了袁文才同志的爱人谢梅香老人
，
深表对牺牲者的怀念

。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历

史事实
，
但不能说明在����年一一����年毛泽东同志也是持这种态度

。

袁文才
、

王佐同志既不是死在与敌人搏斗的战场上
，
也不是死在敌人的刑场 卜

，
而是兀

在自己同志的暗算中
。

这面历史的镜子将永远告诫我们要记住血的教训
，
要正确处理党内

、

军内
、

革命队伍内的人民内部矛后
，
从而防止此类事件的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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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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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胜 〔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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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报告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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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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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

社会科学工作
一

者应具备
“ 一

仁个意识
”

�一 �珑本功 意识
。

即要牢固掌握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

�二�探索和开拓意识
。

即要解放思想
， “

不唯上
，

不唯书
，
要唯实

” ，
要不断捕捉新的

情况
，
探索新的问题

。

�下�
“
大科学

”
意识

。

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和交叉中出成果
。

�四�社会活动意识
。

科学研究要面向社会
、

面向现实
。

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成为社会活动

家
、

宣传鼓动家
。

�五�更新知识的意识
。

必须注意学习和研究新的问题
，
用新的知识武装 自己

。

�六���
、

�息意识
。

一个出色的社会科学
�

�作者
，

要有掌握信息的欲望和本领
，
并要有效地

用信息来为本学科的研究服务
。

�
一

七�效益意识
。

要有经济头脑
，

高效率地为社会服务
。

�八�合作意识
。

科学工作者要紧密地团结和协作
，

善于共事
。

�九�手段现代化意识
。

把微电脑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引入社会科学研究
。

�十�效率意识
。

当今的时代生活节奏是快的
，
因而

，
我们的脑子也应形成效率意识

。

�高钟山摘 自《经济学周报》 ����年 �月 �日 �

社会科
·

学
一

仁作要实行四个转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步楼著文认为
，
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要适应体制改

革和四化建设的要求
，
必须从 下述四个方面实行相应的转变

。

第一
，

要从 以
“
破

”
为主转变为以

“
立

”
为主

。

过去的社会科学以
“
破

”
为主

，
差不多

时时处处都在搞批判
，

使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摧残� 现在应该转到以 立 为 主
，
立 著

作
、

立学说
、

立学派
、

立人才
、

立创造和进取精神
。

第二
，
要从以语录为依据转到以事实为依据

。

过去存存以引证马
、

恩
、

列
、

斯
、

毛的活

作为立论的根据
，
形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

，
似乎只有引经据典才算科学

，
近年来这种遗

风尚存
� 社会科学要前进

、

要繁荣
，
非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

。

第二
，
要从

“
定于一尊

”
转到真正的百家争鸣

。

过去
，
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

，
总要由某

冷最高权威说了算
，
变成

“
百家争鸣

，
一人作主

” 。

这样就谈不上百家争鸣
。

第四
，

要从
一

言目的孤芳 自赏转到放眼世界
。

过去总认为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需要向外

国学习
，
而社会科学则不需要向外国学习

。

这种盲口自尊是于事不符
、

于理有悖的
。

�高钟山摘 自《江汉论坛》 ����年第 �期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