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小平塑像



鄧小平一家將江西住所周圍的荒地開闢成菜園

通往拖拉機修造廠側門的小平小道



一條鄉村田野常見的田埂小路—小平小道



如今的小平小道



鄧小平在江西期間調研路線示意圖



景德鎮負責人送給鄧小平的「三陽開泰」瓷瓶



1984年國慶遊行的大學生隊伍通過天安門時，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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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69 年 10 月至 1973 年 2 月，受到錯誤批判的鄧小平被下

放到江西，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為方便小平同志上下

班，工人師傅們從工廠後牆開了個小門，並用爐灰渣鋪了一條

1500 米長的小路，直通陸軍步兵學校的住所。小平同志風雨無

阻來來回回在這條小道上走了三年零四個月。人們把這條小道稱

為「小平小道」。本書通過「小平小道」這一富有象徵意義的場景，

深情回溯了鄧小平同志在江西的那段特殊歲月，展現了一代偉人

的堅定信念和崇高境界。

2024 年是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 週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來

回顧這一段歷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三落三起、飽受磨難而屹立不倒。

第一次「落」與「起」，是在 1933年，鄧小平當時擔任會昌中

心縣委書記，因堅決抵制「左」傾政策，被視為所謂「鄧（小平）、

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路線的帶頭人，受到黨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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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嚴重警告」處分，被撤銷職務，派往樂安縣所屬的南村當區委

巡視員。隨後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負責主編總政機

關報《紅星》。1934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

第二次「落」與「起」，是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

鄧小平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打

倒。當時他是黨的總書記，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

並被下放江西勞動。直至 1973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中共中

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

參謀長，主持黨、國家、軍隊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與「起」，是因為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

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 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

翻案風」運動中被再次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 1977

年 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再次復出。隨後，他成為中共中央

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被外國媒體

稱為「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

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大國有這樣一位傳奇人

物，三次被打倒，三次都站起來，而且每一次都站得更高，位置

更重，發揮的作用更大。特別是最後一次，他作為全球人口最多

的國家的領導者，帶領全國人民不僅改變了中國，同時也改變了

世界。鄧小平曾幽默地說：「如果給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

林匹克獎的話，我有希望獲得該獎的金牌。」

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之後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問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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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是怎麼過來的，他稍一思考，就回答：「等待。」他在等待

甚麼？在等待時局的變化，等待毛主席對他的再認識。果然在

「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被起用了。

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曾回憶， 1979 年他下野後希

望重返政治舞台。他問鄧小平：「你曾有這樣的經歷，你的秘訣

是甚麼？」鄧小平說只有一個：忍耐。忍耐，是因為懷有崇高的

信仰，對為之奮鬥的事業充滿信心，是大政治家堅強性格的重要

體現，是心中雖波濤洶湧但引而不發的冷靜表現，是一代偉人長

期的人生積澱形成的高尚品格。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時，曾問鄧小平：「你最痛

苦的是甚麼時候？」鄧小平回答說：「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

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

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甚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

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樂觀主義就是永遠相信真終將戰勝假，

美終將戰勝醜，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理想終將變成現實。有了這

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信心和勇

氣。1972年，鄧小平在江西時就預言，他還能幹 20年，他後來

果然又工作了 20年。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將

改革開放推向了新階段。

那麼，鄧小平的力量來自何方呢？他生前說過的最有名的

一句話是：「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

民。」祖國和人民，就是鄧小平創造奇跡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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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個讓周總理放心不下的問題：鄧小平要到江西

去，而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同林彪關係非同尋常，並曾寫過一

篇對林彪極盡謳歌吹捧的文章《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到

林副主席家作客》。在這個特殊時期，局勢發展風雲莫測，個人

行為難以預料，而一個細節出現變數，將給一個人、一個組織

甚至是一個國家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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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零零，碧綠的樟樹濃蔭裏，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破了江西

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寧靜。此時是上午 8 點左右，誰

會這麼早打電話過來？帶着一絲詫異，辦公室主任程惠遠伸手接

起了電話。

「沙沙」的電流聲中，一個略微沙啞還帶點江蘇口音的聲音響

起來：「你好，我是周恩來。」

是敬愛的周總理！程惠遠難掩激動的心情，趕緊站起來向總

理問好，他非常意外：周總理日理萬機，是出了名的「大忙人」，

他為甚麼會親自把電話撥到這裏來呢？

總理在電話裏溫和地問道：「請問程世清政委在嗎？」

程世清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六軍政委，一年前江西的

「武鬥」愈演愈烈，他奉命入駐江西阻止「武鬥」，並組建了江西省

革委會，擔任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是江西的一把手。這天

他下鄉去了，不在辦公室。

程惠遠趕緊回答：「報告總理，程政委下鄉去了。」

周總理又問：「楊棟梁司令員是否可以接電話？」

楊棟梁時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副主任。這天可真

不湊巧，他也不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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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惠遠略有點不好意思地告訴總理，楊司令員也不在。總理

聽完在電話那頭沉吟半刻，沒有馬上掛電話。

程惠遠心想，總理肯定是有緊急事務才打電話到江西來，偏偏

趕上兩位領導都不在，如果因為這個耽誤了總理的大事，江西方面

就擔待不起了。

事實上，程世清經常不在辦公室，總理下次來電他也不一定能

夠接聽。程惠遠把這個情況和周總理做了彙報，並介紹了自己的職

務—他是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也是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

成員。

周總理說：「那好，有件事情你記一下，要向程世清同志報告。

中央決定，中央首長要到下面去，到江西去的也有幾位。」

中央首長要到江西來，事先沒有一點風聲，由總理來電話通

知！程惠遠知道這件事情非常重要，趕緊拿出筆和本子做記錄。

這一天是 1969年 10月 18日。

此時的程惠遠並不知道，前不久林彪口授的《關於加強戰備，

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已經下發，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

狀態。這條指令就是頗具爭議的林彪「一號號令」。

這條指令的背景，源於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複雜

而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

當時國際上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形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兩大陣營，彼此對立，開啟冷戰。被國際社會劃歸為社會主義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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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既不被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承認，又被他們作為假想

敵進行針對和封鎖。蘇聯和中國從 1949年建交以來，曾有過兄弟

般友好的親密期，「蘇聯老大哥」一度是新中國強有力的盟友。然

而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兩國逐漸產生矛

盾，關係破裂。

就在 1969年 3月到 8月間，中蘇邊境多次爆發衝突事件，特

別是上半年，蘇聯軍隊多次侵入黑龍江省的珍寶島一帶，製造流血

事件，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還擊。這一邊境武裝衝突事件，實際上成

為中蘇兩國關係的轉折點，不僅導致兩國關係空前惡劣，也讓國際

形勢發生了變化。

蘇聯手握核武器，蠢蠢欲動，他們私下向美國等國試探對中國

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蘇聯準備炸掉珍寶島」這個說法一經傳

出，同為核武器大國的美國就坐不住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當即

給蘇聯發了一份電報，警告蘇聯不要動用核武器，否則美國絕不會

置之不理。

在國內，「珍寶島事件」導致黨內的一些領導同志做出了國際

形勢日益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於是就有了在全國範

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戰備工作的需要。

經過兩國的交涉，中蘇將於 10月 20日在北京重開邊界談判。

考慮到北京的地理位置處於蘇聯「核打擊」的範圍內，為了避免出

現最壞的結果，也為了配合戰備需要，中央決定疏散大中城市人

口、物資，把一些人員比如中央領導（包括被打倒的原中央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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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群眾疏散到郊區和內陸各地。董必武、朱德到廣東，葉劍

英去長沙，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開封等，

陳雲、王震、鄧小平到江西。

此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打倒一切」「懷疑一

切」「全面動亂」以及層出不窮的「文鬥」「武鬥」，使得地方各級黨

委陷入癱瘓，各地的交通和生產生活受到了相當大的破壞。全國

29個省、區、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對「武鬥」運動進行了控制，

但是地方上的情況比較複雜，「革命」高於一切，有不少地方革委

會的頭頭們是憑藉「造反」「奪權」「鎮壓」等功勞升上來的。

老幹部們離開中央到地方上去，他們年紀偏大，身體也不比當

年，如果在地方上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疏

散老幹部一事干係重大，毛主席也非常慎重，指定讓周恩來總理全

盤負責調度。

好幾天了，周總理都在打電話，聲音都沙啞了。他心裏着急，

顧不上休息，也顧不上越來越嚴重的心臟病，只想着一件事：如何

妥善地安置好他的老戰友和同事們。

周總理尤其擔心其中一些正在受着處分、戴着「帽子」的老幹

部，比如鄧小平。

被安排去江西的三位老同志裏，陳雲、王震有着中共九大中

央委員的職務，隨身帶着警衛員到地方上去。毛主席曾親口說過：

要把陳雲、王震他們放在交通沿線，來去方便，萬一打起仗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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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中共八大閉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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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的時候，還離不了這些人呢。江西會以接待中央首長的規格接

待他們，保證他們的安全和舒適。但是鄧小平卻不一樣，他在兩年

前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撤銷黨內外所

有職務，正處在被打倒、被批判的階段，偏偏他「文化大革命」前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很容易被認出來。如果被「紅衛兵」「造

反派」認出來了揪鬥，該怎麼辦？

此外還有一個讓周總理放心不下的問題：鄧小平要到江西去，

而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同林彪關係非同尋常，並曾寫過一篇對林

彪極盡謳歌吹捧的文章《親切的關懷，光輝的榜樣—到林副主席

家作客》。在這個特殊時期，局勢發展風雲莫測，個人行為難以預

料，而一個細節出現變數，將給一個人、一個組織甚至是一個國家

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

對於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周總理不得不思慮周詳、早做安

排，於是就有了這通打到江西省革委會的電話。

周總理原本是想直接致電程世清，以自己的影響力對他形成

約束。他對程世清的情況是了解的，這也是一位老紅軍， 1955年

被授予少將軍銜，行軍打仗有魄力，制止江西「武鬥」有功，但是

跟林彪跟得太緊，在這個特殊時期會站在甚麼樣的立場難下判斷。

最主要的是自己幾次打電話到江西找他，他都不在。

此時周總理對接電話的程惠遠印象不錯，於是用親切又溫和

的語氣說：「中央首長到下面去蹲點，適當參加些勞動，向群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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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他介紹了將要疏散到江西的陳雲、王震兩位老幹部的情況，

並關心地問江西冬天有沒有暖氣，交代省裏在生活上要適當照顧

他們。

總理不動聲色地和程惠遠拉家常：「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

起從山東濟南部隊調過去的呀？」

程惠遠和程世清一樣，也是河南人，口音帶着很濃的河南腔，

他連忙分辯道：「不是的，我是從北京中央軍委裝甲兵司令部調

來的。」

聽到這裏，總理心裏有了底，他從程惠遠的履歷和接電話的態

度上，判斷程惠遠是一個可以囑託的人選。

接着，他口氣一變，鄭重地說：「還有一件事，大概汪東興主

任告訴你們了，你知不知道？」

程惠遠有點莫名其妙，連忙搖頭，又反應過來總理在電話那邊

看不見，忙說：「沒有沒有，我不知道，總理說的是甚麼事情？」

周總理說：「鄧小平夫婦也到你們那裏去。主席不是在九大說

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到農村鍛煉一下。當

然，他也不能當全勞力了，都 60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

也適當照顧一點。」

總理再三叮囑程惠遠：「當前地方上的情況也很複雜，老幹部

到了之後，當地群眾肯定會認出他們來；也許有人會找他們的麻

煩，遇上這種情況，他們自己不好解釋，你們省革委會要出面做工

作，保護他們的安全。要多關心，多幫助他們。」電話的最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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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求江西省革委會向程世清報告情況，並拿出具體方案。

長長的一段通話結束，程惠遠放下聽筒，才發現自己背上出了

一層細細的汗。中央首長突然要到江西來蹲點，為甚麼來，要待多

久，這些問題都沒有談到，對他們的待遇問題卻有具體的交代。程

惠遠聽懂了周總理語重心長的託付。

責任重大啊，他不禁離開辦公桌，走到窗前看着樟樹林出神，

都用不着仔細瞧，院子裏就有「打倒鄧小平」的標語 ，「鄧小平」

的名字上畫着大大的紅叉。這件事很棘手。當前江西省革委會在

程世清的把控下氛圍激進，到處都在大幹大修。程惠遠能想像得

到，如果沒有總理的指示，鄧小平這些老幹部在江西將會受到怎樣

極不公正的對待。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黨員幹部，他不能對不起總

理的囑託，也深為特殊時期周總理對老同志的關懷而感動，但是江

西的情況他做不了主，只能見機行事。

他立即整理出電話記錄分送給有關負責同志，自己則馬上動

身，驅車 350多公里去往婺源縣，向正在那裏的程世清彙報。

南昌到婺源要跑十幾個小時，程惠遠晚上便在景德鎮中轉休

息。他在招待所吃過飯正準備躺下時，來了一個指名他接的電話。

這個電話是來傳達林彪「一號號令」的，指示從北京疏散下來的「走

資派」，要在江西接受「監督勞動」。

前後兩個電話，傳達着兩種截然相反的精神，事態的複雜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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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遠坐不住了，他趕緊起來，連夜趕到婺源，敲開程世清的房門，

傳達兩個電話精神。

程世清自然傾向於積極執行林彪的指示命令，但是周總理在

黨內的地位和威望讓他也有所顧忌。特別是周總理搶先一步親自

打電話來交代工作，他不敢怠慢和敷衍。尤其是他聽說周總理的

工作作風細緻、周到，事後還會檢查。

程世清找來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軍區副司令員陳昌奉商量

對策。陳昌奉是老紅軍，長征路上當過毛主席的警衛員。程世清

說：「這次來江西的人中，陳雲和王震是九大中央委員，還好安排。

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怎麼安排才為妥當？」

陳昌奉處事細緻，心裏頭有桿秤：「主席對待任何犯錯誤的同

志，都不會一棍子打死，方針是治病救人。」他看着程世清說：「這

個原則當然也適用於鄧小平。黨中央把鄧小平交給江西，是對我

們的信任，我們不要節外生枝。把他安置好，不要出甚麼問題，甚

麼時候主席想他了，我們再順順當當送回去，交給主席。」

這番話讓程世清陷入沉思，經過慎重考慮後，他對三人在江西

的安置給出了具體方案：「惠遠同志，你回覆總理，對陳雲、王震、

鄧小平來江西，我們表示歡迎。他們三人來後，每人給配小車一

輛，下一段活動以及今後看文件、生活上的問題，我們都做具體的

安排。我們保證三人的絕對安全，不准『造反派』衝擊他們。另外，

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到贛州，至於陳雲、王震住在甚麼地方，和他們

倆商量後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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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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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清是個坐不住的人，他邊盤算邊口述，邊站起來在屋內

踱步。其他兩人好安排，鄧小平的身份敏感，對他的安排着實有點

拿不準，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來，對程惠遠說：「這樣吧，你彙報

的時候再請示一下周總理，鄧小平夫婦住在一起是否合適。」他用

這個既具體又細微、一般人不當一回事的詢問，來試探周總理的

心意。

「鄧小平到贛州去不合適。」程惠遠星夜兼程回到南昌，第一

時間撥通電話向總理彙報，總理聽完彙報後說了這句話。他不假

思索的果斷語氣像錘子一樣落在了程惠遠的心上。作為此事的第

一經辦人，程惠遠對於兩位領導的交鋒心知肚明，此時他如芒在

背，心裏像打鼓一樣，還要按捺住，凝神聽周總理的意思。

周總理對於江西安排三位老幹部的方案原則上同意，但是認

為把鄧小平安排到贛州不妥。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而且是

山區，生活條件很差，鄧小平是 60多歲的人，得病了怎麼辦？

周總理敏銳地察覺到了程世清的試探，於是他在電話裏提出

了三個具體的要求：一是要安排在南昌附近，方便照顧；二是住

處跟勞動的地方不要距離太遠，遠了派車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

共汽車也不大安全；三是住房安排，應當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樓上

給鄧小平夫婦居住，樓下給工作人員住，最好是獨門獨院，這樣既

能在院裏活動，又能保證安全。

這三個條件一時讓江西省委、省革委有些犯難，討論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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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算算時間，三五天內北京就要來人了，不如

暫時擱置下來，等北京來人後再做決定。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這一特殊時期，周總理飽含深意和溫暖的

兩個電話，拉開了鄧小平謫居江西的序幕，也為鄧小平到江西勞動

盡其所能地清除了障礙，為接下來的日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方寸小院，不能越雷池半步，兩年多來鄧小平和卓琳被幽

禁在含秀軒，看不了文件，也不知道外頭的信息。他既希望有

人走進這個院子裏來交流交流，又怕來的人戴着紅袖套是來耍

威風搞批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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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周總理苦心經營的這一切，鄧小平渾然不知。中南海含

秀軒的院子裏，鄧小平正在俯身掃地。

十月的北京，秋意已濃，海棠、玉蘭、櫻花樹的落葉飄了一

地，往日總是熱熱鬧鬧的四合院裏寂然無聲。秋風一起，不管是低

矮的草叢還是高大的樹林，枝葉晃動，窸窸窣窣，一院聲響裏，只

有他默默手執笤帚，一下一下掃着，將落葉與浮塵掃作一處。

鄧小平素來以直率、自然的個性和果決、機敏、有效率的作

風為人熟知。因為長期伏案工作，他的視力比年輕時差了很多，在

閱讀長篇文章或者重要會議講話以及做報告時，必須戴上眼鏡，他

的聽力開始衰退，右耳尤甚。不過總體來說他的健康狀況不錯，勝

過大部分同齡人。

此時他有點費力地盯着地上的葉子，分辨出需掃除的垃圾，一

下一下掃着，注意不揚起塵土。

他的脊背依然還是那麼挺直，兩年多的幽禁使他身體消瘦、

面容憔悴，因不經常理髮，著名的「小平頭」長長了頭髮。雖然不

像人們記憶裏那樣神采奕奕、精幹利索，但是他深邃的眼神和微

閉的嘴唇仍透露出不可撼動的堅毅意志。宋代文豪蘇東坡曾說：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大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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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大浪過來人也，鄧小平正是其一。

含秀軒位於中南海懷仁堂右側，又被稱為「三號院」，緊挨着

「一號院」的李富春一家、「二號院」的譚震林一家和「四號院」的

陳毅一家。正房懸掛着一塊雅致的匾額，上書「含秀軒」三個大字。

之前這裏住着鄧小平夫婦和他們的五個子女，還有鄧小平的繼母

夏伯根，是一個大家庭。院子內外陳設簡樸，卻收拾得乾乾淨淨，

鄧小平的妻子卓琳性格外向、愛說愛笑，孩子們活潑開朗，院子裏

經常洋溢着歡樂的氣氛。每次小平同志工作歸來，一進院子就在

家人們的圍繞中放鬆下來。

鄧小平被打倒後，他的繼母和子女們被強行驅趕出住所，只允

許隨身帶些物品，小女兒毛毛（鄧榕） 和小兒子飛飛（鄧質方） 尚

未成年，出去之後便不通消息。

孩子們活潑的笑聲、鄰居們親切的話語彷彿還在耳邊迴響，

如今都換作了「造反派」厲聲的呵斥和狂熱的叫囂。

「老兄，你歇一歇吧，我來。」鄧小平的夫人卓琳幹完家務，

走到院子裏，伸手要去拿笤帚，和他換手。卓琳和鄧小平相識於延

安，她當過小學校長，曾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的機要秘書，後來受鄧

小平的牽連撤職在家。

鄧小平直起身子，把笤帚往邊上一杵：「不用你，我活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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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7月，鄧小平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實際上是被軟禁在

含秀軒，從此消失在大眾視野裏。他的名字也在全國報刊和大街

小巷的大字報上被顛倒、抹黑或者打上紅叉。

方寸小院，不能越雷池半步，兩年多來鄧小平和卓琳被幽禁

在含秀軒，看不了文件，也不知道外頭的信息。他既希望有人走進

這個院子裏來交流交流，又怕來的人戴着紅袖套是來耍威風搞批

鬥的。

掃院子原本是「造反派」對卓琳的體罰，鄧小平卻時常搶過來

做。他掃院子不但掃得認真，掃得仔細，還掃出了一種「一院不掃

何以掃天下」的氣勢。一笤帚掃過去，看得見的塵土可去，落葉可

去，只是這籠罩在中國大地的蔭翳又該如何掃除呢？

含秀軒終日寂寂，保持着風暴眼裏的沉靜。15年間它看着鄧

小平意氣風發，也看着他遭逢變故。

猶記得 1952年，也是在 7月，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的鄧小平接到調令，攜着肩頭還未散盡的硝煙和成渝鐵路竣工的

喜悅，風塵僕僕地離開重慶，來到中央工作，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後來又兼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先後擔任中

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

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年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

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黨的六位最高領導人之一。進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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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鄧小平表現出來的活力、精力、效率，特別是對複雜事務的

判斷力和對政務工作的處理能力，博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內

同志的認可和讚賞。

此後十年間，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全身心投入社會主

義國家的建設中。他主持制定《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

（草案）》、「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等，為探索適合我國情況

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為克服經濟困難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進

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取得很大成就的十年，是大大小小的

問題和挑戰層出不窮的十年，是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艱辛探索的

十年，也是鄧小平人生中最繁忙的十年。作為黨和國家重要決策

的執行者之一，他宵衣旰食、嘔心瀝血，在含秀軒度過了無數個不

眠之夜。

1957年鄧小平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以堅定的態度有理

有據地反駁了當時蘇聯的大理論家蘇斯洛夫，令毛澤東大為讚賞。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指着鄧小平專門向赫魯曉夫介紹：「你看到那邊

的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還說：「這個

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那時鄧小平一直處在中央領導工作的第一線，工作連軸轉，也

有疲憊不堪的時候，但是他始終精神飽滿、勁頭十足，不管是走進

還是離開含秀軒，總是大步流星、追風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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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鄧小平等陪同毛澤東訪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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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鄧小平受到了錯誤批判，

被戴上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撤銷黨

內外一切職務。

8 月 5 日，毛澤東寫下了那張著名的大字報— 《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之後劉、鄧

被迅速打倒，林彪扶搖直上，取代了劉少奇，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

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

不到半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從中央重要領導人到被打倒，幾個

月後被軟禁在住所失去人身自由。繼而，抄家、批鬥，秘書和警衛

員被撤離，親人被強行遣散……一系列的打擊猶如風暴席捲，一樁

接着一樁，而更為可怖的是偶爾傳到耳邊來的消息，其他老同志比

如劉少奇、陶鑄等的動向和遭遇，讓幽居的兩位老人惻然之餘，不

由對在外的孩子更加擔憂、牽掛。

1967年 8月，「造反派」在酷暑中闖進含秀軒，押着鄧小平和

卓琳批鬥。炎炎夏日，烈陽高照，「造反派」以暴力迫使已經 63歲

的鄧小平低頭彎腰，手臂後伸，高喊口號「打倒鄧小平」，厲聲讓

他交代「罪行」，鬧了兩個多小時才離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立了「鄧小平專案組」，對他過往的所有

經歷進行反覆搜尋核查，拿着放大鏡找問題，想找出他「叛變自首」

的蛛絲馬跡，以便給他定罪。在「文化大革命」的社會背景下，領

導幹部如果只是犯了「路線」錯誤，還不會被徹底打倒，或者打倒

了也容易「翻案」。可一旦查出了所謂的「歷史問題」，比如曾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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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叛徒、特務等，那就難以翻身了。

鄧小平從參加革命以來不曾被捕，也不曾脫黨，他自己開玩笑

地說過：「我這個人很幸運，打仗沒有受過傷，做地下工作沒有被

捕過。」「專案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了十多個省、區、市，

雞蛋裏挑骨頭，也沒有找到所謂的「罪證」。

「專案組」無法交差，只能從鄧小平早期在法國留學時的資料

下手。因存留資料少，無法證明鄧小平入團、入黨以及轉黨的問

題，他們便在這裏面大做文章。結果材料遞交到周總理那裏批閱

時，周總理親自批註：「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

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

然而有周總理證明也無濟於事，「造反派」把鄧小平視為奪權

路上的「攔門虎」和「眼中釘」，不把他徹底打倒誓不罷休。「鄧小

平專案組」絞盡腦汁，炮製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餘字的報告提交給

黨中央，題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

的主要罪行》，對鄧小平進行可恥的污衊和攻擊。

慶幸的是，毛主席認定鄧小平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堅持保留

他的黨籍，並數次在重要關頭為他表態說情。在 1968年 10月召

開的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主席為鄧小平講話：「鄧小

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

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鄧

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

鄧小平為甚麼會得到毛澤東的特殊對待，學者們觀點不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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