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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存疑

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

“三室”），自 2007年初就林彪、陈
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进行
复核。今年 3月中旬，以“三室”名
义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关于林彪
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
罪证成立有疑》的意见报告。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不能成立

该报告指：林彪和陈伯达之
间的关系，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
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
关系，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
从已公开和非公开、防扩散的证
据中，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无
另立组织，无要推倒、颠覆宪法中
社会制度，无搞有组织性活动。在
个人之间或在聚会时，对当时的
路线、政策或党中央主席有意见、
有批评（包括激烈的指责），都属
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范围，所以

“反革命集团”罪状难有法律依据
确立。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关系
该报告指：林彪反革命集团和

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欠缺勾
结反革命犯罪事实，而“勾结”活动
基本上或称主要目的是维护毛泽
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
林彪和江青称谓勾结，同样是为了
保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发动、领
导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之间的
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对文化大革
命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林彪和
毛泽东的分歧。该报告指：林彪问
题的实质、性质，纯属党内斗争、宗
派斗争，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
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在
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
下，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
线、决策，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及行政上渎职。

林彪四次推辞当接班人

该报告指：林彪并无参与决
定文化大革命和制定文化大革命
路线。

林彪在 1966年 8月 1日召开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曾四次推
辞当接班人，包括两次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

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
接班，请接受委托”。结果，林彪把
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
里，说了一句：“我不想倒在润之
之前”。叶群令机要员退下，把报
告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
保险柜内。

该报告指：1958年 5月，中央
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
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宋
任穷、陶铸、粟裕、罗瑞卿上门祝
贺。林彪并无兴奋，还写了几句，
重复二次：“晚年要平安，要避锋
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
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摘自宋
任穷、罗瑞卿揭发材料）。

该报告中引证了有关揭发材
料和有关档案资料，在很大程度
上争鸣：林彪有其独立思想、政治
判断，而不少判断是正确的，如：
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要求抓生产，
搞建设；要求发展科学，恢复高等
教育；要求改善和苏联、东欧的关
系，等。

关于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该报告中指：林彪别有用心
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属
于党内正常生活。事实上提设国
家主席，是毛泽东本人。1970年 3
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李
德生谈话时说：“党有个主席，一
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还要议
一下。”

该报告中指：1970年 3月 12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
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
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
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
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
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
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
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
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
处理。”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
康生、江青三人阅，并批上：“阅
后，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

关于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该报告指：1970年8月29日，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
文，严厉批评陈伯达，送林彪阅，

附上“等候意见”，但林彪没复。31
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

1970年11月18日，林彪对周
恩来、康生、纪登奎，就中共中央
在11月16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
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上层
展开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
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
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1970年12月20日，毛泽东提
议：“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批示，
凡有文件起草或决议案等，直接
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12月 23
日，毛泽东又加上：“经恩来传达
至政治局各委员”。

1971年 2月，全国各级党组
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不接受林彪请辞

1971年 3月 22日，林彪经周
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出请
辞，和妻子、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
的要求，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
恢复党、政、正极、社会正常秩序。

4月 2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
东给林彪的答复：“请辞不妥，恐
会引发党内外混乱，你还是副主
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毛泽
东）不能接受请辞。养病为重。”

林对毛反感的公开化

1971年 4月 27日，周恩来传
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出
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
花演出。林彪以不回答拒绝。5月1
日晚，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
后，三次和林彪、叶群通话。最后，
周恩来对林彪说：“能否看在我周
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
影响太大、太大。问题我会尽力
的。”

林彪晚了23分钟到天安门城
楼，又提前半小时离开。整个过
程，没和毛泽东打招呼。

资料表明，所谓国家主席之
争，是老毛一手炮制的阴谋。

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

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
徐向前号称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
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
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
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
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
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
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
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
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孙子
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
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
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
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
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
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
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
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
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
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
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
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
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
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
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
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
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
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
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
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
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
工作，1949 年 11 月建国一个月
后，才指挥一野 18兵团配合二野
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
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
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
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
中共中央于 1946年 10月即明令：

“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
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
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 9
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
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
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

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
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
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
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
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
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
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
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
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
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
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
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
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
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
1947年 8月成立时仅 4.5万人，三
个月后，部队增加到 7.5 万人。
1949年 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
野战军时，部队为 l5.5万人。1949
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
军区野战军 18兵团、19兵团归第
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
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

军)刘伯承，从 1946年 6月中旬起
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
同地方部队共有 27 万人。但
1947年 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
中原野战军只有 7 个纵队 12 万
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
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
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
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
员粟裕，1947年 1月即指挥华东
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
队约 27.5 万余人 (不含军区部
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
攻打济南时已为 15个纵队达 32
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
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
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
万人。1949年 2月，正式改编为
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
约为 58万余人 (不含军区部队)。
至 1949年 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
到 82.5 万余人 (不含军区部队)。

在 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
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
令员林彪 1945年 12月底即指挥
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27万人(含军
区部队)，1947年 12月，指挥野
战军 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
个战车团共 42 万人。1948 年 8
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
团 70 余万人 (不含军区部队)。
1950年 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
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
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
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
养，1948年 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
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
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
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
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
内指挥第 18、19、20三个兵团及 1
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
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
怀代替指挥)。

揭秘五虎将歼敌数比较：粟裕胜过林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