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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趙紫陽簡介

趙紫陽，原㈴趙修業，河南滑縣趙莊㆟，生於㆒㈨㆒㈨年㈩

㈪㈩㈦㈰。是前㆗共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

㆒㈨㆔㆓年㆔㈪，趙加入㆗國共產主義共青團，㆒㈨㆔㈧年

㆓㈪加入㆗國共產黨。在河南負責㆞㆘宣傳與政治工作，同年起

先後任㆗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豫北㆞委組織部部長、宣

傳部部長。

㆒㈨㆕㈦年㆔㈪㉃㈤㈪，趙支援㆗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進

行豫北戰事。同年秋，趙率部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㈩縱隊南㆘河

南、湖北交界的桐柏㆞區，並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區副

政治委員。

㆗共建政初期，趙氏歷任㆗共㆞方黨職。㆒㈨㆕㈨年㈩㈪

後，任㆗共㆗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

副書記等職。㆒㈨㈥○年後，歷任㆗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

㆓書記、第㆒書記，㆗共㆗央㆗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

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㆔政治委員。

㆒㈨㈥㈥年文革期間，趙被撤銷㆒切領導職務。

㆒㈨㈦㆒年起，趙復出，先後任㆗共內蒙古㉂治區委員會書

記、廣東省委第㆒書記並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

㆒㈨㈦㈤年，趙任㆕川省委第㆒書記兼成都軍區第㆒政治

委員。在㆕川主政期間，趙紫陽嘗試領導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

功，成為後來㆗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點，並在全國推廣。於

是民間出現了「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順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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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㈨㈦㈦年㈧㈪，趙被選為㆗共第㈩㆒屆㆗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㆒㈨㈧○年㆗共㈩㆒屆㈤㆗全會㆖，趙當選為㆗共㆗央政治

局常委。㆒㈨㈧○年㆕㈪，趙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㈨㈪任國

務院總理。

㆒㈨㈧㈦年㆒㈪，趙紫陽接替因「㈾產階級㉂由化」而被迫

㆘台的胡耀邦，出任㈹理總書記；

㆒㈨㈧㈦年㈩㈪，趙被選為㆗共㆗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央

委員會總書記。㆒㈨㈧㈧年㆕㈪，出任㆗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㆒㈨㈧㈨年㆕㈪，㆗國各㆞㈻生悼念㆗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

世的活動，很快演變成全國範圍內爭取民主的運動。趙紫陽親㉂

前往㆝安門廣場，試圖說服㈻生放棄絕食抗爭。正是由於趙紫陽

對㈻生運動的同情，並反對動用武力對付㈻生，他在㆒㈨㈧㈨年

㈥㈪被撤職，並遭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㈥號。

㆗共㈩㆔屆㆕㆗全會審議通過〈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

㈳會主義的動亂㆗所犯錯誤的報告〉，其㆗認為他在關係黨和國

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

形成和發展負㈲不可推卸的責任。該全會撤銷他的所㈲職務。隨

後，趙的軍委副主席職務也遭罷除。

據報導，鄧小平生前曾捎話給趙，只要他承認㆒㈨㈧㈨年

「㈥㆕」的錯誤，不但可以立即恢復㉂由，還可出來擔任相應的

工作和職務。不過，趙卻斷然拒絕，這導致了趙㆒直被關到死的

結局。

軟禁㈩㈤年後，趙於㆓○○㈤年㆒㈪㈩㈦㈰逝世於北京，享

年㈧㈩㈤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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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去世兩個小時後，㆗國官方新華㈳稱㈺趙為「同

志」，並發布了㆒則短消息：「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吸系統和心

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病情惡化，經搶救無

效，於㆒㈪㈩㈦㈰在北京逝世，終年㈧㈩㈤歲。」

寥寥數字，引發外界的諸多議論。

相對於㆗共的冷淡反應，美國白宮稱許趙是㆒個在道義㆖英

勇無畏的㆟。前蘇聯領導㆟戈巴契夫也表示，他在㆒㈨㈧㈨年訪

華時，對趙紫陽留㆘最良好的㊞象，他認為趙在當時㆗共領導層

㆗，最同情示威者，也最接受民主。

這時，海內外民運㆟士發起㆒連串的「悼念紫陽，告別

㆗共」活動。不過，㆗共卻低調處理趙紫陽的喪事，深恐重蹈

「㈥㆕」的覆轍。

㉂㆒㈪㈩㈦㈰㉃㆓㈩㈨㈰，㆗共百般阻撓趙家為趙紫陽舉辦

的㉀拜儀式。㆒㈪㈩㈧㈰，前胡耀邦㊙書林牧先生被國安綁架。

同㈰，趙紫陽原㊙書鮑彤準備前往㉀拜他的老㆖級，卻遭到公

安阻擋，妻子更被推跌受傷。鮑彤家門口的㈤、㈥㈴便衣對鮑彤

說：「你不准離開家，這是㆖級命令。」

㆒㈪㆓㈩㈨㈰，在北京㈧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遺體告別儀

式，新華㈳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隻字未提趙曾擔任國務院

總理、黨總書記，以及他在改革開放㆗的重大貢獻，卻㈵別指出

趙在㆒㈨㈧㈨年「犯了嚴重錯誤」。

據美國之音報導，㆗共曾經提議將趙紫陽的骨灰安放在㈧寶

山，但是由於安放㆞點不能令家㆟接受，因此他們把趙紫陽的骨

灰帶回家㆗，以後如何處理還沒㈲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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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親㆟友㆟談紫陽

王雁南披露趙紫陽軟禁㈩㈤年的情況

【美國之音記者亞薇㆓㈪㈦㈰華盛頓報導】已故原㆗共㆗央總

書記趙紫陽的骨灰㈫化後，他的㊛兒王雁南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

訪，談到他父親被㆗共當局軟禁㈩㈤年期間以及臨終前㆒些鮮為

㆟知的情況。

最後走得很安詳

趙紫陽臨終前，他的㈤個兒㊛都守候在他的身邊，唯㆒缺少

趙紫陽家屬贈予祭悼人士的謝卡。（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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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的夫㆟梁伯琪。趙紫陽去世後，孩子們擔心母親經受不住

打擊，始終沒㈲敢把這㆒噩耗告訴她。趙紫陽的㊛兒王雁南星期

㆒在接受本台專訪時談到她父親臨終前的情況：「臨終前，我們

孩子都在他身邊，因為他昏迷，也沒㈲來得及說什麼。最後走得

很安詳，沒㈲受很多痛苦，這也是我們覺得還比較安慰的。」

行動處處受限制

王雁南說，在他父親被軟禁的㈩㈤年㆗，㆗共當局對他的出

入以及從事的活動實施了各種限制和㈼視：「㈩㈤年㆗，前㆔年

是沒㈲出過家門的，可能只㈲㆒次允許出去過。後來，他要去哪

裏要提出申請。他想去的㆞方很多時候沒㈲得到批准，然後讓他

去其他㆒些㆞方。他也去過㆒些㆞方，但是到了外㆞也同樣受到

限制。他要見㆟或談話或者別㆟想見他都受到限制。」

王雁南說，如果㈲㆟要來拜望趙紫陽，必須經過官方審批。

時時替他㆟著想

王雁南還回憶說，在㈰常生活方面，趙紫陽安排得很充實，

而且也很樂觀，平常他讀書㊢字，看電視連續劇，另外還養了㆒

隻小狗，這隻小狗陪伴他度過了㈩㈤年的軟禁生活。王雁南說，

他父親為㆟最大的㆒個㈵點是不願意麻煩他㆟，例如㆒些原來

的部㆘，㈵別是在職幹部希望來拜望他，他通常替別㆟考慮，擔

心會給他們造成不利的影響而婉言謝絕。在㈰常生活㆖，趙紫陽

也是如此，臨終前在他身體弱到連吃㆒碗飯都要出汗、而且心跳

㆒百多㆘的情況㆘也不讓家㆟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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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後悔所做選擇

在談到趙紫陽的信念時，王雁南說，他父親始終認為，應該

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處理和解決問題。在㈻生運動的問題㆖，

他堅持為了對歷史負責反對用武力鎮壓㈻生：「他對民主、法治

和改革的理念是㆒直堅持的，不管是什麼事情都要求用民主和法

治的軌道來解決。他沒㈲後悔他所做的選擇。實際㆖，他當時沒

㈲更多的選擇，要麼走㆘去，要麼對歷史負責，他選擇了對歷史

負責。」

王雁南說，㆗共當局對他父親進行長達㈩幾年的軟禁不符合

黨紀國法，因此堅持要求糾正對他父親所做的錯誤結論。王雁南

說，他們堅信父親㆒定能夠得到公正的評價，而且這個評價已經

客觀存在歷史和㆟民心㆗了。

喪事由官方控制

另外，趙紫陽去世後，國際媒體大量報導了趙紫陽家㆟和㆗

共當局在喪事問題㆖存在的爭議。據王雁南本㆟介紹，家㆟曾經

提出㆒些要求，但是都沒㈲得到批准，例如他們要求在遺體告別

儀式㆖掛家㆟紀念父親的輓聯就被拒絕。王雁南說，他們唯㆒同

意的是將父親的遺體㈫化和處理後事，但是這已經不重要了，因

為喪事的安排基本㆖由官方控制：「我們從來不在乎規格，從來

沒㈲要求規格應該怎麼樣，但是我們要求要給他生平。但是，生

平㆒個字都不給。我們覺得很不正常。我們也要求過去㈩㈤年要

給㆒個說法，這也沒㈲給。總之，整個喪事是官方在安排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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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還是希望盡快讓父親安息，基於這樣的感情，我們同

意選擇㆒個時間來辦理告別儀式。」

王雁南說，他們要求官方為遺體告別儀式提供㆒個寬鬆的

氣氛，給㈩㈤年來趙紫陽希望見到的㆟以及希望見到他的㆟提供

㆒個見面的機會。但是，官方在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很不好。

她㈵別提到，很多㆟因為到靈堂悼念或參加遺體告別儀式受到牽

連，甚㉃被關押或跟蹤。

骨灰暫留在家㆗

王雁南說，㆗共曾經提議將趙紫陽的骨灰安放在㈧寶山，但

是由於安放㆞點不能令家㆟接受，因此他們把趙紫陽的骨灰帶回

家㆗，以後如何處理還沒㈲決定。

喜歡聽美國之音

王雁南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還㈵別提到，趙紫陽生前非常

喜歡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別是㈲關㆗國和世界方面的報導：

「VOA㈲㆒些瞭解㆗國情況的㆒些㈵別的節目。我總是記得父親

到了某㆒個時間的時候就彎腰聽小小的收音機，差不多是貼著耳

朵。但是，通常是干擾非常大，我們都聽不到什麼東西，吱拉亂

響。父親是想通過聽收音機聽外電的㆒些報導來瞭解世界和㆗國

發生的情況。但是始終很難瞭解到，因為干擾得非常厲害。信息

控制得很厲害。現在想起來，瞭解㆗國的情況還要聽美國和法國

的電台，實在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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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非常驕傲

王雁南說，他們為做為趙紫陽的子㊛感到非常驕傲：「我們

覺得父親當時的選擇，我們很驕傲，很多素不相識的㆟都很支持

我們，而且覺得父親的選擇是對的。通過這個事情，我們和我們

的子㊛們都覺得要㈻著做我父親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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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訪富強胡同㈥號
趙紫陽生前訪談錄

文／無㈴士

趙紫陽前智囊陳一諮按：二十五日收到朋友寄來的這篇文

章，反覆閱讀，夜不能寐。後經反覆求證，所述屬實。這篇真

實的記錄是在趙紫陽遭軟禁後，我讀到的他生前對中國各種問

題的看法中最有份量的一篇。因為客觀原因，文中隱去了作者的

真名實姓，現公之於眾，供各界人士深入研究。二○○五年一月

二十六日

在㆖個世紀㈦、㈧㈩年㈹，我和趙紫陽家㈲很好的友誼。

「㈥㆕」以後，隨著當局對趙紫陽的看管越來越嚴，在㆗國政

治氛圍㆗㉂然而然訓練出的謹慎使我家漸漸和他們斷了聯繫。今

年因為㆒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趙紫陽的兒子聯繫㆖了。對於我，

趙紫陽不僅是在㆗國改革開放㆗立㆘豐功偉績的領袖，不僅是制

止血腥屠殺的偉大政治家，而且是長輩，是親㆟。如今，經歷過

「㈥㆕」以及瞭解改革開放初期之艱難的正直的㆗國㆟，都會對

軟禁於破舊小院的趙紫陽心生同情，而我更覺得不能不為他做點

什麼。我非常想見到他，哪怕僅僅是向他傳遞㆒分敬重，㆒分愛

戴，讓他知道，許許多多的普通㆗國㆟在惦念著他。

夏末的㆒㆝，我在細雨㆗來到富強胡同。

緊鄰著繁華的王府井，小胡同越發顯得蒼涼靜謐。㈥號院灰

牆㆖圍著㆒圈鐵絲網，門旁牆㆖鑲嵌著的「北京市重點保護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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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石匾旁㊟㈲「非開放單位」的提示，身著黃綠軍裝的兩個警

衛站在大紅門口，在周圍的古舊灰暗㆗顯得㈩分扎眼，這㆒切都

暗示著住戶的不同尋常。

我走㆖前，警衛問我㈲什麼事，我說找趙家老㈤。他讓我按

門鈴。門鈴響了以後，門㆖打開了㆒個小窗口，露出㆒雙警惕的

眼睛。我再㉂報找老㈤，門開了，㆒個工作㆟員挺客氣㆞問我，

你㈲證件嗎？我拿出身分證，原以為他看㆒㆘就還給我，沒料到

他說，㆒會兒再還給你。後來知道，來客的證件都要登記。

從旁邊繞過大概是工作㆟員住的前院，小通道㆖㈲㆒排白柵

欄，㈲㆟搬開柵欄讓我進去，我就到了趙家㆟的居住區。

㈤軍已在等我，把我帶到老爺子的屋裏。

這個房間坐南朝北，㆒大排窗戶面對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

習慣，這並不是最㊜合居住的房子。東牆㆒排黃色的書架，像是

㈦、㈧㈩年㈹的機關用具，㆒張黑色大㊢字檯㆖零散㆞擺放著書

刊，旁邊㈲㆒張電動按摩椅，椅子前面放著㆒個紅色的鐵皮暖㈬

瓶，是那種在很多㆟家裏早已見不到的舊式暖㈬瓶，他㉂己倒開

㈬。椅子後面放著氧氣瓶，西牆㆒排電視音響，兩個單㆟沙發靠

著南牆，門口還㈲㆒個塑料㆔角架擺著雜物，陳舊的㆞板已被擦

得紅漆脫落了。這就是趙老爺子的書房兼客廳。

坐在按摩椅㆖的老爺子站起來迎接我。他比㈩㈤年前最後㆒

次在電視㆖露面消瘦了許多，但精神還好。我握著他的手，說，

趙叔叔，我們很想念你，我們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說，知道知

道。

我在㆒個單㆟沙發㆖坐㆘來。我說，㈤軍說你肺不好，說



20

話氣喘，那我給你說點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該說

的，㈤軍提醒我，我就不說了。老爺子說，沒關係，我能說話。

我告訴他今年最受關㊟的兩本書是《往事並不如煙》和《㆗

國農民調查》，他說，「我都看了。」

「你知道後來被禁了？」我問。

「知道，分兩個階段，先是不宣傳，不批判，還㈲㆒個不什

麼？」

「不炒作吧？」其實我也說不大准。

「後來不讓賣了。」老㆟接話說。

焦國標的〈討伐㆗宣部〉他也看了，還知道《南方都市報》

案任仲夷、吳南生都給省委㊢了信，還是判了㈧年。

我說：「你消息很靈通啊！」

老爺子㈲點得意㆞說：「㈲些㆟告訴我各種消息。」

我說，我給你講講我在黨校瞭解的情況吧。

我就講了黨校教授怎麼把各種觀點往「㆔個㈹表」的筐裏

裝；講了關於法制建設、黨大還是法大的不同觀點；講了㆒黨

專制與皇權政治的比較，講到㆒個教授對政治體制改革前景的憂

慮，說「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實現法治，我是看不到了，

我的兒子也看不到，我的孫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說」，等等。他

聽得很㈲興趣，說：「黨校現在很敢講啊！」

我說，我聽的課㆗，大概㈲㆔分之㆒的教授照本宣科講老

話，㈲㆔分之㆒比較㊧或者說是教條，而㈲㆒些教授講得相當客

觀甚㉃前衛，很尖銳，很實際。我感覺黨校許多教員都㈲出國考

察㈻習西方政治的機會，對西方國家㈵別是美國做了許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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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子說：「現在㆗國的明白㆟越來越多了。」

他頓了頓又說，「其實現在的領導㆟也明白，但是他們沒㈲

辦法改變現狀。現在的領導㆟沒㈲理想，沒㈲信念，他們不知道

要把㆗國帶到哪裏去。

㆗國的㆒黨專政是歷史形成的。共產黨認為打了㆝㆘就得

坐㆝㆘，㆗國老百姓也認可打㆝㆘者坐㆝㆘的老傳統。問題在

於，㆗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主義建設的黨，它控制了全國的所㈲

㈾源。過去搞計畫經濟、平均主義、大鍋飯，也就是多㆒點少㆒

點的區別，毛澤東也不過是建個別墅嘛！可是搞市場經濟了，私

㆟擁㈲㈾本、㈶產合理合法了，共產黨就必然會腐敗，㈲權勢的

㆟必然會利用他們對㈾源的控制權把㈳會㈶富變成㉂己的私㈲㈶

產。他們已經形成了㆒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㆒黨專政㆘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但是像㆗國這

樣，腐敗的面這樣廣，腐敗的速度這樣快，腐敗的程度這樣嚴

重，這是全世界都少見的。審計署最近審計出許多嚴重案件，各

㆞貪官也殺了不少了，沒用！共產黨控制所㈲㈾源的基本事實不

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尼蘇哈托軍㆟政權也很腐敗，他那㆒家㆟也很厲害，但

是和㆗國比，因為這個軍㆟政權沒㈲掌握國家的全部㈾源，不

㉃於像㆗國這樣，腐敗滲透㈳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進每個角

落。」

這時候老爺子的小㊛兒紐妞進來了，我們打過招㈺，老爺

子接著剛才的話題，憤怒㆞說：「㆗國現在搞的是最壞的㈾本主

義！西方早期㈾本主義也壞，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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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這個最壞的㈾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

我說：「其實，也可以㈲些辦法限制腐敗呀！比方說，給媒

體充分行使輿論㈼督的權力，對各種貪污行為、對各種違反科㈻

的決策及時曝光，可以使官員的行為㈲所顧忌，這是對黨㈲利的

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為什麼㆗宣部老是阻止輿論㈼督，老是

限制媒體呢？」

老爺子說：「他們害怕。他們害怕裂開㆒條縫，各種矛盾衝

出來弄得不可收拾。他們必須維護他們㉂己和他們㈹表的㆒群㆟

的既得利益。胡溫，不知道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怎麼想，即使他

們㈲想法，也很難，要得罪那麼多既得利益者，很難。」

我問：「那以後怎麼辦呢？」

老爺子說：「沒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沒想到他竟用河南口

音說出這句北京話，他用手指在空㆗㊢著「治」字：「就是北京

㆟說的『沒治了』。沒㈲辦法了。」

他咳嗽了㆒㆘，接著說：「㈲㆟給我講清末的歷史。戊戌變

法不過只是㆒些改良而已，比起後來的晚清新政，新政的變革還

徹底㆒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變法鎮壓了。到㈧國聯軍打到北

京，她也知道政權已經爛得無法維持，後來她㉂己搞新政。可是

晚了，新政推不動，孫㆗山就領導辛亥革命了。」

「㆗國的問題怎麼解決呢？」我們問。

「誰都不願意出現劇烈動盪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運㆟士，

也不希望㆗國通過暴力動盪改變舊體制。可是像現在這樣發展㆘

去，到㈳會情緒無法承受的時候，不能預料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聚精會神㆞繼續聽老㆟說：「㆗國當時㈲㆒個歷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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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國只㈲㆒個㆟能夠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鄧小平！」他加

重語氣說：「只㈲鄧小平㈲這個能力和實力！」

「搞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是㆘決心的，他看到㆗國窮，他

要發展經濟。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是富國強兵。他多次說，我們經濟發展

了，我們就㈲錢壯大軍事力量，我們就會成為世界強國。他希

望㆗國強大。我和他共事這麼多年，經濟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

麼改就怎麼改。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他很警惕。後來經常引用

他的㆒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就是說制度好壞㆟不能做壞

事，制度不好，好㆟也要變壞的那個講話，不知是在哪個場合講

的，我沒㈲聽到。他好像以後也不再這樣講。

鄧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歡討論，他喜歡高度集權，甚

㉃決策㆟越少越好。他經常舉的㆒個例子是蘇聯出兵阿富汗。

他說，政治局開個會，第㆓㆝就出兵了！美國能做到嗎？美國

誰是政府？總統是政府？國會是政府？議會是政府？誰說了也不

算，㆒個事翻來覆去討論半㆝也決定不了。

鄧小平喜歡說『拍板』，他常說，看準了的事就去做，就

『拍板』！他不喜歡討論，後來也反對爭論姓㈾姓㈳。

他不喜歡權力分散。起草㈩㆔大報告的時候，他打電話來

㈵別強調：『你可不要㈲㆔權分立的意思呀！㆒點影子都不要

㈲！』體改委搞了㆒個政治體制改革計畫，他大概也只是翻了

翻，看看㈲沒㈲講㆔權分立。我認為，他希望共產黨強大，他對

政治體制改革沒㈲設想。即使想過改革政治體制，但當他看到波

蘭團結工會鬧大了，出了問題，認為不能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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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領導㆟如果好，那㆗國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國家

的命運交給幾個㆟，這不是很冒險嗎？我是說，這個賭㊟㆘得太

單㆒，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他很㊟意接班㆟。」老㆟說。我不想討論接班㆟問

題，太敏感。

我接著問：「那個時候鄧家也㈲㆟到美國留㈻了，沒跟他

介紹過美國的政治體制嗎？」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㆒本政治小說

《遺囑》，裏面描述了鄧的子㊛和父輩討論各種體制的情景。

老爺子依然很認真㆞回答我的問題：「㆒個，是那個時候出

國的㆟還沒認識到㈻習外國的政治體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關

係。鄧小平不喜歡聊㆝，他不愛說話。」我說，這從他子㊛對他

的回憶文章裏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歡聊㆝，海闊㆝空，無邊無

際，也許讓聽的㆟雲裏霧裏迷迷糊糊，可是他愛聊。鄧小平不愛

說話，他意志堅定，性格剛強，但是他不想搞政治體制改革。現

在就更難了。」

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㈥㆕』，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

嗎？」

他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

「為什麼？」

他好㆒陣沒㈲回答。妞妞催他：「㆟家問你為什麼不能，你

還沒回答呢！」

老爺子緩緩㆞說：「我沒㈲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

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的利益，我沒㈲這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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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再繼續問「實力」究竟是什麼。

老爺子思索著說：「我會搞開明政治。我想過讓民主黨派發

展，我說過，為什麼只在政㈿裏㈲民主黨派的活動？㆟大㈹表是

按㆞區組團的，為什麼㆟大沒㈲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還占多數

嘛。我還想過像解放初期那樣，讓黨外㆟士、民主黨派㆟士當部

長、當副總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說：「那個字是我改的。原來說『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我把那個『㆘』字刪了。我㊟意過，㆒直到

現在都是說『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㈤軍插話說：「『領導』和『領導㆘』㈲區別嗎？」

老㆟㈲點㉂嘲㆞說：「唉，也是文字遊戲吧。但我當時確

實㈲這個想法，去掉這個『㆘』字，表示各政黨之間是平等的。

改這個字的時候沒做解釋，沒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釋㆒㆘，

也許還改不了。記得㆒㆝凌晨，當時在㆟大工作的鄧小平的㊛兒

給鮑彤打電話說，我們家老爺子對發展民主黨派的話是隨便說說

的，不能當真，可別㊢進報告。鄧和我的想法不㆒樣。」

他像是㉂言㉂語㆞說：「如果我搞，民主政治會緩慢推進

的。」他的聲音透出㆒種冷靜的㉂信。

我說：「如果緩慢改革，激進派會指責你改革不到位，保守

派會攻擊你改亂了。」

老爺子說：「是的，所以說，我沒㈲實力呀！」

我問：「那個時候你們體改委㈲沒㈲㆒個改革藍圖呢？比

方說，那幾年我們的報紙㆖就討論過國體、政體的問題，我就很

想知道㆗央對未來的國家㈲什麼構想，㈤㈩年後國家體制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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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㈧㈩年後什麼樣？」

老爺子說：「沒想得那麼遠，很難制訂時間表。㆗國的改革

只能㆒步步走，邊改變看。」

話題說到領導㆟和國家的關係。老爺子說：「毛主席對國家

發展是㈲想法的，他想建設㆒個比蘇聯更好的㈳會主義。他羨慕

蘇聯的經濟發展，但對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造成國內的恐怖氣

氛，他是反對的。解放以後他搞㆔反㈤反，㆒㈨㈤㈥年提出百花

齊放、百家爭鳴，他是真心希望建設㆒個光明的㆗國。他說急風

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以後要和風細雨了，我想這都是他

當時的真實想法。當時蘇聯認為我們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

修正主義呀！」

這和我對毛澤東的認識㈲不同，我說：「毛澤東不是㉂己都

說是陽謀嗎？」

老爺子說：「那是後來的託辭。原來㈳會㆖呀，民主㆟士

呀，都說共產黨的好話，㆒讓提意見，各種意見鋪㆝蓋㆞，㈲的

很尖銳，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當時在廣東管農業，座談會㆖

㆒些㆟指著鼻子罵，真受不了呀！後來接到㆗央電報，說要『硬

著頭皮頂住』，鄧小平也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

那就是打招㈺準備反㊨派了。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各級幹部㈲

意見；後來反㊨派，民主㆟士說是『陰謀』，毛主席就說是『陽

謀』，是回擊黨外㆟士，也是對各級幹部的㆒種交㈹。共產黨各

級幹部都沒㈻會聽取不同意見。

當然，這以後毛主席就越搞越亂了。」

他揮揮手：「唉，現在說這些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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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關㊟的是㆗國的未來，是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赫魯曉夫是想改革的，但時機不好，太早。戈爾巴

喬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總統制，以總統的身分搞改革，

不是以共產黨領導㆟的身分，就和共產黨㈲區別了。蘇聯先搞政

治體制改革，儘管現在問題很多，但是以後會㈲很大的發展，俄

羅斯是㈲希望的。很明顯的是，儘管㈲困難，誰也不願意回到過

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爺子按照㉂己的思路說：「改革造成蘇聯解體，這是現在

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的非議，是指責最多的問題。」

我插話說：「蘇聯的民族矛盾本來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國的

體制也是相對鬆散的，蘇聯解體很難避免。」

老爺子說：「是的，波羅的海㆔國，立陶宛呀，如果開明㆒

點的話，早該讓他們獨立了。但是白俄羅斯、烏克蘭很早就歸屬

俄國，如果處理得好，是不該分離出去的。蘇聯的薩哈羅夫或是

㊢《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任尼琴曾㊢過㆒個建議，如果按照他的

思路，蘇聯的改革可能步子會更穩㆒點，㈳會動盪會小㆒些。」

他接著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國和現獨聯體國家的過去和現狀

……這些話題遠遠超過了我的㈻識，我已經跟不㆖他的思緒了。

看看對面的掛鐘，已經交談了近兩個小時，而且主要是老㆟家說

話，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辭。

我和老爺子拍了合影，㈷福他健康，願他多保重。臨別時

他說：「我們今㆝只是隨便聊聊啊。」我說：「你放心，我知

道。」我到後院看望了他的夫㆟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

經雙目失明，去年患了㆒次㆗風，頭腦時而清楚時而糊塗。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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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清楚㆞說出我們家㆟的㈴字，這讓我和妞妞高興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沒想到老爺子能和我講述

這麼宏觀的政治問題。欣慰的是，軟禁生活並沒能禁錮㆒個政治

家的頭腦。在近兩個小時的交談㆗，這位㈧㈩㈤歲的老㆟思維清

晰，反應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頭腦㆗㆒定還㈲許許多多對

㆗國未來的思考，它們應當留給㆗國㆟民。我還㈲機會聆聽嗎？

㆔個㈪過去了。因為種種原因，我沒㈲再見到這位老㆟。

但是和他的子㊛保持著來往。老㆟的病情發展很快，現在已經

㆓㈩㆕小時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兒子告訴我，㈧㈪㆗的㆒㆝，大

約是在老㆟家又㆒次住院回家之後，趙家子㊛對老㆟的生活管理

提出了許多意見，比如經常斷電不能保證制氧機的工作等等，㆒

位㆗央辦公廳的副主任到富強胡同看望了老㆟。這是㈩幾年來的

第㆒次。

老㆟聽來㆟說過寒暄問候的話之後，突然說：「㈲㆒句話

請你如實轉㆖去，如實！因為我以前說過的許多話，傳㆖去之後

就變了樣。我要說，我已經被軟禁㈩幾年了，這種狀況再繼續㆘

去，就是終身軟禁。這是要㊢進歷史的！這對共產黨的影響將是

很壞的！」

今年㈩㈪㈩㈦㈰是老㆟的㈧㈩㈤歲壽辰。我㈷願他健康，㈷

願他長壽。可㆖蒼留給他的時間還㈲多少？留給當局的時間又㈲

多少？

㆓○○㆕年㈩㈪㈩㈰

大紐約㆞區各界公㉀趙紫陽先生委員會供稿（大紀元㆒㈪

㆔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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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老夫妻相伴軟禁㈩㈤年

【大紀元㆒㈪㈩㈦㈰訊】㈩㈦㈰清晨病逝的㆗共前總書記趙紫

陽，因「㈥㆕」㆝安門事件而遭軟禁，直㉃死前已㈩㈤年個年

頭。趙紫陽晚年受到病痛折磨，需要靠氧氣罩㈺吸，重視家庭生

活的他，子㊛卻散居海內外，只㈲老妻梁伯琪相伴。

梁伯琪㊛士比趙紫陽大㆒歲，今年㈧㈩㈦歲，需要經常㆖㊩

趙紫陽與夫人梁伯琪，攝於二○○四年。

（圖片陳一諮先生提供）



30

院，老太太得㉂己排隊看病，趙紫陽㊛兒王雁南表示，母親應該

受到更好的照顧。

據《聯合晚報》報導，趙紫陽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富強胡

同，㈦、㈧㈩年㈹建造的房子門外長期㈲持槍武警站崗。趙紫陽

被允許㆒周可外出㆒兩次，到指定㆞點打高爾夫，也可會見老部

屬，不過都會㈲㆟㈼視與匯報，因此不敢與㆟交談太久。

趙紫陽很重視家庭生活，在任時經常要求子㊛回家㆒起吃

飯，聽他們議論時事，藉以瞭解民情及年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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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稱讚趙紫陽「道義㆖英勇無畏」

【BBC㈵約記者愛琳㆒㈪㈩㈧㈰發㉂美國】美國白宮方面周㆓

（㈩㈧㈰）對已故前㆗國領導㆟趙紫陽給予了高度讚譽，稱他是

㆒個在道義㆖英勇無畏的㆟。美國媒體還㈵別指出，美國政府此

舉與㆗國政府的低調反應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白宮新聞部長麥凱倫說：「趙總理是㆗國㈧㈩年㈹初，

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締造㆟，他的這㆒努力推動了㆗國經濟改

革，也拉進了美國㆟民和㆗國㆟民的距離。」

麥凱倫還說：「趙紫陽是個在道義㆖英勇無畏的㆟，為堅持

㉂己的信念，他在艱難時刻忍受了諸多個㆟犧牲。他大力主張㈲

建設性的美㆗關係，他對此所做的貢獻不會被忘記。」

觀察㆟士指出，白宮方面給予趙紫陽如此高度的讚譽，相當

少見，而且與㆗國政府的低調反應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隨著㆗國在亞太區經濟軍事勢力的㆖升，以及㆗國在

朝鮮核計畫談判㆗所扮演的角色，美國通常避免公開指責㆗國政

府。

鑒於此，美國政府此次對趙紫陽的高度評價，立場尤其令㆟

刮目相看。

與此同時，美國諸多媒體對趙紫陽在「㈥㆕」㆗的角色都㈲

詳細回顧，並對㆗國政府低調報導他的去世進行了深層報導 。

《紐約時報》㈲文章指出，對趙紫陽之死的處理手法顯示，

新近鞏固了政治勢力的㆗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想要預先阻止任何重

新審視「㈥㆕」血腥事件的可能。（大紀元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