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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解密：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

“要忍，不要着急”

� � � �

《邓小平传
(1904-1974)

》一书分为上下两
册，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

� � � �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
(1904-1974)

》，即
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 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

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
1973

年
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
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
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
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
次公开。

� � � �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
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
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
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
委的大字报。 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
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
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
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
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
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
开了争论。 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

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

重受挫而告终。

1966

年
10

月
23

日， 邓小平在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检讨：“在这
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
动错误路线的， 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
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
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

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

1959

年起，

6

年来从来不找我。 ”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 称：

“毛泽东的话， 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
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
远。 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
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

� � � �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

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
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
惊。 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
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
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
“定性”。

4

月
3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
一封信：

“主席：从
1

月
12

日起
(

在家中
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
者注

)

， 我一直再想见见你， 向你求
教。 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
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
见主席是否适宜， 所以一直忧虑
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

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
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 如果主
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
你的指示。 ”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
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
家告诉他， 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
他来看看。 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
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 第一，要
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

第三，有事可以给他
(

毛泽东
)

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
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
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
邓小平的一种保护。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
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
再起保留了余地。

� � � �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

年
5

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
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
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
小平谈话。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
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 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
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他
在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 做一个
普通党员。 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
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
的机会。 ”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
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
就不会无法解决。 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
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

1968

年
10

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
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
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
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
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
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
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
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

自首呀，这些问题。 ”

毛泽东说：“他
(

邓小平
)

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

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能够做点工作。 一讲到做工
作，许多同志都摇头。 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
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
以嘛。 ”

� � � �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

年
10

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 临
行赴江西前一日， 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
证在自己的余年中， 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
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
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

重新做人。 ”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
联系。 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

年林彪叛逃， 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
大影响。 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

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
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
部招待会。 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

月
3

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
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 并说：“我过去最大的
错误之一， 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
旗。 ”“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

68

岁了，还
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
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
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

8

月
14

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

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
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
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
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
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
有战功；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
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
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
地向毛泽东做了检讨， 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
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

《邓小平传》写道。

1973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
别

3

年多的北京。

3

月
29

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
到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
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据《新京报》）

1

4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