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波罗网阿波罗网:	新闻新闻/评论评论/生活生活/娱乐娱乐	家在海外家在海外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魂系中华魂系中华
阿波罗网>>新闻	>	军政	>

涉二代党魁涉二代党魁	林彪疑案为何成为林彪疑案为何成为“铁案铁案”？专家揭秘？专家揭秘	组图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9-18	讯】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毛泽东的“副统帅”。

“九一三”事件43周年纪念日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关于林彪的讨论，很多网友对官方结论表示质疑，其中不乏同情林彪的声音。

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叛
逃，因飞机失事死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林彪死后，其部属被毛泽东打成“林彪反党集团”遭到整肃。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又把林彪和“四人帮”绑在一起，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进行审判。

但是，曾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头功的林彪是否真如官方所说试图“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并因阴谋败露而“叛逃”，在海外学术界和中
国民间都有争议。

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十几万原林彪部下及其家属，当然更不能接受官方的说法。

近年来，官方对林彪事件的禁忌似乎有些松动。在网络上，一些挑战官方定性的文章传播甚广，同情林彪的声音越来越多。

但是，研究林彪问题的专家对BBC中文网说，中共官方在林彪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那么，受到广泛质疑的林彪案件为什么被中共官方视为“铁案”呢?

“历史疑案”

在很多网民眼中，中共定下的这个“铁案”，顶多是个“疑案”，甚至是个“冤案”。

新浪微博网友“yodoxo”写道：“历史上的今天：‘9.13’事件。毛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副统帅的出走，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
破产。自此毛的神圣光环开始暗淡，至今林彪之死仍是个谜!”

“圣灯大伯”则称：“林彪案是中国历史上最冤最冤的冤案，若不评反，今后真难再找到干愿为国家献身的忠勇之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微博上写道：“不管怎么说，林彪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确实值得重新评估了，
为什么让那么多的历史疑案继续纠结下去，不适度开放一点新的档案呢?”

但微博上的类似评论本身就显示，林彪问题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完全的禁忌话题。

有限的解禁

林彪事件一度是中国的禁忌话题，现在仍未完全放开。

《百年林彪》、《重审林彪罪案》等书的主编丁凯文对BBC中文网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彪事件慢慢地已经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了。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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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时代还不能对林彪事件做评论，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涉及到林彪的话题已经松动很多了。

他说：“国内比较大胆的杂志，像《炎黄春秋》，已经可以刊登一些有关林彪的文章，甚至能替林彪说几句公道话。”

国内的“共识网”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林彪事件的文章，包括一些海外学者的文章。“很多网友在留言中对毛有很尖刻的批判，但好像也没有对
他们采取什么打压的措施。”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孙万国也说，近年来中国学术或半学术性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林彪的文章越来越多。

但是，中共当局对相关研究的限制还远未放开，在媒体上的论述基本还是要遵循官方的口径。

多年研究林彪问题的孙教授说：“在2011年林彪事件40周年时，官方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个文献片，采访了我，但在大陆和香港放
映时完全删掉了。”

该片最后是让当年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的中央党校的于南教授用官方观点解释整个案件。

孙万国还提到，长年研究林彪的中国军队老作家刘家驹去年3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两篇关于林彪的文章。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来
找他，说“林彪的问题中央已定案”，要求他“不得为林彪说三道四”。

孙教授说：“尽管官方放松了关于林彪问题的讨论，似乎让被告说话了，但这不意味着会改变或影响对林彪历史公案的判决，因为判决早已
定死。”

“毛泽东的替罪羊”

为什么中共官方一定要坚持其对林彪问题的历史决定呢?

丁凯文认为，主要原因是林彪案件的处理是由邓小平做的决定。“凡是邓小平经手的案子，都没有被彻底翻过来的。”

“比如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当初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他们一手搞出来的。反右也是邓小平搞的。99%的人都平反了，就剩那么几个
人，仍然压着不给平反，仍然认为反右是有必要的。”

丁凯文说，实际上邓小平是要林彪承担毛泽东的文革罪责，当毛泽东的替罪羊。

“因为文革闯了那么大的祸，整了这么多人，把中国搞得这么一团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邓小平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责任放在林彪和四
人帮头上去了。说毛只是受蒙蔽了，被欺骗了，被利用了，错误地反动了文革，他内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
个‘利用论’就为毛作开脱了。”

他说，邓小平考虑林彪的案子，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而不是从历史的真实性来考虑的。而邓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仍是遵循邓小平的那一
套，没有意愿去触碰这个事情。

“牵涉两代核心”

有学者说，邓小平坚持要进一步清洗林彪集团，是为了控制军队。

孙万国指出，官修的历史一直是从维护政权的角度来做的。中共中央将林彪案件视为“铁案”，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

孙教授说，文革后，新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并没有准备重提林彪问题，是邓小平坚持要把林的问题再审一次。

一个原因是，解放军中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势力最大，邓要控制军队，要把枪杆子牢牢抓住，就一定要进一步清洗四野、清洗林彪集团。

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两个年轻干部，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邓和林之间有一种“瑜亮情结”，相互容不下。邓对林一直有
戒心。

虽然邓小平已去世十几年，但孙万国说：“林彪不但现在不能平反，我以为，只要共产党在，林彪的案子就是铁案，永远不会正式平反。因
为林的案子牵涉了毛，更重要的是牵涉了邓。”

“林彪的问题牵涉到两代核心人物。对林彪问题重新解释，就会影响怎么看待毛，怎么看待邓的问题。”

不仅如此，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中以及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角色也并不光彩。如果重评林彪，中共苦心维护的周恩来的正面形



象会遭到破坏，而共产党的合法性也会随之受到更大的打击。

文革角色

那么，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中共官方的说法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孙万国认为，这是很不符合史实的。

他说：“文革绝对是毛亲自发动的。包括林彪这些人都是被动的，只好跟着跑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林彪最根本的矛盾就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尽管林彪表面上不说，但毛很清楚，特别到了67、68年以后，知道林彪对
文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要抛弃林彪。”

但是，孙万国说，“不管林彪私下怎么看待文革，也因为文革跟毛有根本矛盾，但表面上来看，毕竟在文革期间给提拔到第二号人物、副统
帅，党章中摆明是接班人。”

因此，“林彪整个跟文革绑在一起，而对文革的否定，今天仍然是一个主题。所以要平反林彪，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历史评价

而文革问题也影响到学术界和民间对林彪的历史评价。

孙教授认为，林彪是宫廷政争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讲固然非常冤屈。但评价一个国家领导人时，还要看他有没有推动历史进步，对老百
姓带来什么好处。

他说，尽管林彪对毛的政治运动有看法，但他毕竟没有像彭德怀那样站出来说话，反而成为毛的“副统帅”，因此难免遭人指责“为虎作
伥”。

孙万国说，大家争论比较少的是林彪的军事家地位。林彪红军时就是打前锋的，在抗战后的内战中更是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真是帮毛
泽东打下了天下。

但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对林彪的战功也有一些争论。有网友指出，林彪的赫赫战功，除了曾在平型关歼灭几百日军(中共所谓“平型关大
捷”)，基本都是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中立下的。

还有些网友提出，在国共内战中的长春围城中，林彪的部队不放饥民出城，导致十几万人饿死。

微博网友“二中老帅1”说：“英雄错死，葬身异国他乡，莫非是长春围城饿死难民之报应?”但网友“幽州突骑”则试图为林彪“正名”，说围城
应该是毛的意思。

从网民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尽管官方定性很难改变，但关于林彪的争论在中国还将继续很久，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还远未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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