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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唯物史

观整体的、全面的、动态的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要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

上，从大局全局、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建国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到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处理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陈云；评价；毛泽东；贡献

● 邱  霞

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的历史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和国家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了把

思想统一到全会的路线上来，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对“文化大革

命”、领导人的是非功过以及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批

重大冤假错案等给予客观的评判，这已经十分重要

并且无可回避，但又绝非易事。

陈云在�979年3月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时，中肯地谈了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等问题的看法。他

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

止中国变修，防止出现像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问

题，而且最初也不想搞那么大。但是，“文革”不

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陈云总结“文革”的经

验教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

好。因此，他主张，对“文革”是需要做一个总

结，但是总结时要很慎重，要同时考虑毛泽东发动

“文革”的初衷，“文革”所犯的“左”倾错误，

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的破坏作用。对毛泽东的

评价也要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他认为，正确

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要平心静气，掌握

分寸。他还提出对刘少奇问题、康生问题以及叛徒

的定性问题等，必须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

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看过去。

陈云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

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以唯物史观整体的、全面的、动态的看

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要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的起草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确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98�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评价

《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文

化大革命”，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陈

云为《历史决议》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

多次同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在谈话中表达自己对

这段历史及毛泽东的看法，提出对决议起草的重要

意见。陈云的意见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历史决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正确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

位。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清

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与这股思潮

相对的另一股极端思潮是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神话毛泽东，教条化毛泽东思想。因此，要肯定新

中国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问题

的关键。这个问题，直接关乎全党的利益、中华民

族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陈云提出，“一

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

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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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

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

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做含

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

讲得很透彻。”[�]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陈云对邓力群讲：

（一）培养了一代人，一大批干部；（二）正确

处理了西安事变、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并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三）延安整

风时期倡导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

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四）毛泽

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五）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

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他同时指出，确立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要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科学的

评价。他主张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分析，要把毛

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实际的结果区分

开，同时要从制度上找原因。陈云认为，“实际上

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

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3]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陈云同样主张实事求

是地分析。他对胡乔木讲：（一）毛主席的错误问

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

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

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

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

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

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

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

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

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

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

次是中南。[4]这就是说，陈云认为，毛泽东在“文

革”中是犯了错误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民主集中

制，但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

有责任的，地方上也有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结

论，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二，《历史决议》应增加对建国前28年历史的

回顾。陈云的这个意见有两层含义：一是还是从确立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出

发，体现毛泽东无可比拟的功绩，坚持和发展毛泽东

思想就有了全面的依据。陈云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

后特别是“文革”当中犯了“左”倾错误，但是评价

毛泽东不能只局限于“文革”十年和他晚年的错误。
[5]他提出，《历史决议》应增加对建国前�8年历史的

回顾，这样才能体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肯定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98�年3月，陈云同邓力

群谈话，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

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

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

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6]他认为，

“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

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

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

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

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

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

就更能说服人了。”[7]

二是要在党内干部和青年中提倡学哲学、学历

史。毛泽东在建国前�8年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

大量的哲学著作。陈云讲，毛泽东亲自跟他讲过三

次要学哲学。延安时期，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大

好，需要休息，利用这个机会，他把毛泽东的主

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收益很

大。他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

事求是。陈云认为，建国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发

生失误，原因就在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

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

命”，也离不开实事求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原

则、方法。因此，他提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

中提倡学哲学，这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同样，也

要学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

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理解建国以后的

历史，不能准确理解毛泽东。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是

这样，这是一个有着更加深远意义的思考。陈云讲，

这个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历史决议》在数易其稿，征求近万人意见的

基础上，最终给予毛泽东科学的评价。《决议》指

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

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

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

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

勋。”[8]陈云在《历史决议》通过后，称赞“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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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气势很壮”。[9]

二、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从大局全局、从

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建国以后

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批

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

集团案的处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陈云在60年代初就讲过，“真事说不假，假事说

不真，真理总归还是真理，历史实践是会证明谁是谁

非的。”[�0]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政治运动中出现

了不少冤假错案。在“反右倾”运动时对许多干部的

错误批评，陈云60年代就指出过，“对于那些犯了一

般性质的错误，而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要恢复名

誉”。[��]“文革”结束后，陈云在�978年中央工作会

议上首当其冲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在向上海代表团

提交的书面发言中，他谈了自己对“天安门事件”的

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

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

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

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

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

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

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就在这次会

上，还有领导同志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

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

翻案风”是正确的。

陈云坚持积极推动对“文革”期间的重大冤假

错案实事求是地给予平反。其中，对刘少奇案的平

反，陈云起了关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刘少奇

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

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

料能够说明这一点。”[�3]他主张，刘少奇冤案是党

和国家的事情，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但是不能像

“四人帮”那时那样，随便栽赃，随便定性，而要

逐条甄别，重新调查。“要否认那些罪名，也让它公

布于世，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让世人来检验”。[�4]在

邓小平和陈云的共同努力下，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

奇平反。全会公告指出：“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

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党和人

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

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

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

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5]

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陈云站在

党的立场上，指出要从大局、全局，从党和人民的

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他提出：“对于

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

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

为出发点来处理。”[�6]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

同志都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认为：“应该使我们

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

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7]

从�980年底开始，国家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案依法进行审判，根据“只审罪行，不审错

误”的原则，严格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两种不

同情况。�98�年�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两个反革

命集团的�0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文，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事实证明，党内斗争不

能开杀戒是一个底线，不能让人产生党内存在残酷权

力斗争的印象，这不利于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

陈云在80年代中期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又提

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

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

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

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

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

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

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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