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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田：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的“三把火”

“我对邓小平的材料
太熟了”

读 品：你毕业于南大历史系，
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关文献的
编辑和研究三十多年，一直和历
史打交道。人们常说“做历史研
究是坐冷板凳”，你是“坐冷板凳”
的人吗？

刘金田：毕业后被分到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一开始我也不
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经介
绍，才知道这里首先是中共中央
的一个工作部门，专门编辑和研
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
文选，研究他们的理论和生平的
部门。研究历史，确实需要“坐冷
板凳”，当时没有电脑，只能靠手
抄卡片，我一个人就有上万张的
卡片。但“冷板凳”越坐越热。虽
然是研究历史，但是要紧密配合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这件事太
重要了！编辑的过程中，看到了
伟人的思想、业绩、品格、风范，有
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清楚了党
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这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

读品：你在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了很多著作，是江苏凤凰出版
集团的大作者。关于邓小平的著
作，出版了九本，《档案细说邓小
平》《邓小平在 1984》《邓小平在
1992》《 北 方 谈 话 ：邓 小 平 在
1978》……通过与出版社不断的碰
撞和策划，这些书籍里有怎样的
逻辑？

刘金田：每次到江苏来，我特
别愿意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
交流，每次都能碰撞出火花。第
一本《档案细说邓小平》，编辑专
门来北京，交流这本书写什么。
我当时就说，我对邓小平的材料
太熟了，他的每一个档案都能够
细细地来表述，告诉大家档案背
后的故事。邓小平去世那一年，
播放了12集的电视文献片《邓小
平》，其中有4集是我撰稿。撰稿
过程中，我们采访了400多位与邓
小平接触过的重要人物，收集了
很多档案，由此我写了《档案细说
邓小平》。

开始写邓小平，我的脑子里
面就有三个时间点：1978 年、
1984 年、1992 年，是一定要写
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这是
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我觉得小平
同志厥功至伟！1984 年太重要
了，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我
写《邓小平在1984》，就是要告诉

人们邓小平如何设计的农村改
革，农村改革取得成就后，他又如
何推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改
革开放碰到困难、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面临
着改革要不要进行下去的问题，

“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
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
识问题。

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
的“三把火”

读品：“南方谈话”人人都知
道，“北方谈话”知道的不多，《北
方谈话：邓小平在 1978》这本书对
认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决策过
程和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什么
意义？

刘金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
幕会议上做了一个讲话《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篇讲话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主题报告，这太重要了！才有后
来的改革，才形成了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么，
邓小平的报告如何而来？这是我
在《北方谈话：邓小平在1978》要
回答的问题。

1977 年 7 月，十届三中全会
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讲话
中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
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
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
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
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
选择。”

首先是教育战线的拨乱反
正，接下来是农村改革。1978年
9 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说：

“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
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
点了一把火。”1977年末，邓小平
在广州考察时指出：“看来最大的
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
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问
题。”他说农村政策要调整，你们
不要等中央，自己看好了就调，没

问题的。1978年初，邓小平在成
都考察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
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
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
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
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
有，怎么能行。”他让秘书把安徽
省委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
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拿
给四川省负责人，并表示：你们
拿去看，这个好！当时安徽省委
书记万里都不敢公开这份文件，
但邓小平一直支持他。四川省委
马上落实小平的讲话精神，就推
出了一个“十二条”。这是他点起
的两把火。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
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胡福
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文章一发表，引起了真理
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争论很大。6
月2日，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支持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月，他访
问朝鲜回国后，即到东北，第一站
去了辽宁本溪，本溪是钢铁企业，
他说你们在国内搞得不错，但是
比发达国家落后，你们卫生搞不
好，质量也搞不好。到了辽宁鞍
山，他说，要改革不要改良，引进设
备，更重要的是要引进先进的管理
方式、经营方式，要按经济规律来
管理经济。他是走一路讲一路，讲
到了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施行厂
长负责制，讲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
发展得更快，而且人民生活水平要
更好。这些都讲到了。视察东北
所有的讲话，史学界给他一个说法

“北方谈话”，“北方谈话”的思想后
来都集中地体现在《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报
告中。

他把所有的功绩归于
基层、归于人民

读品：邓小平有一个突出的
品格——谦虚。他从不说自己的
成就，把所有的功绩归于基层、归
于人民。

刘金田：他说，农村改革是中
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我没做什么，
我只是进行了支持。其实没有他

“点火”，哪有后来的农村改革？
1979年初，安徽、四川、云南、广东
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被
《人民日报》陆续报道，引起了激
烈争论。在4月份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
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仍然是
少数，万里有压力，小平同志说，
你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1979年
7月，邓小平去了黄山，把安徽省
的省委、徽州地委的同志召集起
来开会。他就讲了一条，要因地
制宜，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把
交通、住宿、设备搞好，祁门红茶
的“包装搞得漂亮些，卖他几个美
金”，建宾馆要有淋浴、服务员要
学外语，还提到了治山、搞好竹编
生产、种丝瓜、养石鸡等很多赚钱
做生意的“方略”。没有他的支
持，这些改革能坚持下去吗？

十二大之后，为了确认“翻两
番”“奔小康”是否切合实际，邓小
平于 1983 年初考察了苏州和杭
州。苏州汇报解决了六个方面的
问题，他到浙江问浙江省委书记
铁瑛，江苏苏州有“六条”，你们
有几条？他一路走一路算账，比
如说全国翻两番，江苏两番不行
啊，要翻三番，要多翻点儿，宁
夏、青海翻不了啊！乡镇企业他
也认为是农民自发的创造啊！
1978 年，没有他到处“点火”，就
没有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没有农
村改革的形成。他这个人谦虚，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坦荡
无私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是很重感情的
一个人

读品：除了探讨邓小平的政
治信仰、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风，读
者还可以从你的书当中了解很多
邓小平的个人情感。

刘金田：我一直想要写一本
书讲讲邓小平的情感世界。比如
亲情，他是个好儿子，新中国成立
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
第一书记，他的继母夏伯根夹个
包裹直接从广安老家跟到了重
庆，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一直在
一起。他是个好丈夫，他与卓琳
结婚58年，相濡以沫，没有红过一
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他们夫妻
之间的情感很深。他是个好父
亲，他有五个孩子，家庭生活很和
谐，他们家四代同堂，每天吃饭，
一定要等所有人坐齐了。在特殊
时期，邓朴方残疾后被接到了江
西，邓小平已经60多岁，每天给邓
朴方擦身子，帮邓朴方翻身。包
括乡情，他没有回过广安，但始终
关注着广安，让卓琳带信给广安
的县委领导，嘱咐一定要把广安
建设好。

读品：《邓小平：照片背后的
故事》里还讲了很多他对普通人
的感情。他到浙江西湖，别人给
他拍照片，他主动提出来与别人
合影。

刘金田：他去峨眉山的金顶，
嘱咐了不要封山，“大路朝天，各
走半边嘛”。到了金顶后，他会关
心其他游客有没有住下来、有没
有东西吃、会不会冷。1979 年 7
月，他去黄山，三位复旦大学的学
生追上邓小平，与他合了影。在
山上碰到《白发魔女》剧组拍电
影，大家跟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
说，我们想跟老人家照个相。“哎，
好啊，合！”他主动地坐在演员中
间，拍了一张照片。邓小平自己
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
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研究历史的“冷板凳”，刘
金田一坐就是三十多年。

南大历史系毕业后，刘金
田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工作。在这个专门编辑和研
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
选、研究他们的理论和生平的
部门，他埋头文献，靠着一张
张手抄卡片的苦功夫，编辑、
出版了三十余本相关著作。
随着对伟人事迹和思想的了
解加深，刘金田心中愈发有了
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板凳是
冷的，心越坐越热。

这些伟人中，刘金田最熟
悉的，还是邓小平，在江苏人
民出版社，关于邓小平的著
作，他就出版了9本，“我对邓
小平的材料太熟了，他的每一
个档案都能够细细地来表述，
告诉大家档案背后的故事。”

在刘金田看来，理解邓小
平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卓
越贡献，有三个时间点格外重
要：1978 年、1984 年、1992
年，分别对应着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
“南方谈话”这三个在中国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
着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三个
时间点，也成为他书写邓小平
的重点。

刘金田表示，尽管厥功至
伟，邓小平始终是一个非常谦
虚的人，他说“农村改革是中
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他说“永
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
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通过刘金田的书写，读者对邓
小平的个人品格有了更多了
解，也看到了一个丰富立体的
邓小平：在家里，他是好儿子、
好丈夫、好爸爸，四代同堂，一
定要等家人齐了才开饭；在街
上，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会亲切地和游人合影，亲亲小
孩的面颊……

202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
辰120周年，让我们在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刘金
田的讲述中，共同追忆这位伟
人。第二期“凤凰作者面对
面”，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对
话刘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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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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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田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
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
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著有《邓小
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在
1984》《邓小平的政治信仰》《老一辈
革命家的初心》《邓小平在 1992》《邓
小平视察纪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