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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四清」運動是王光美在解放後第一次直接

參與政治運動。這場運動讓她積累了政治鬥爭經

驗，也給她帶來了一段時期的風光，但也為她日

後的厄運埋下了伏筆。她是主動介入，還是身不

由己，被迫捲入這場複雜的運動？她是否真如某

些人所猜測的，想謀求個人政治資本，還是出於

對革命事業的一片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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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出訪東南亞四國回來後不久，「四清」運動開始啟動。

「四清」運動是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

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

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演變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

織和清經濟」﹙簡稱「四清」﹚。整個運動以毛澤東提出的「以

階級鬥爭為綱」作為指導方針。

在此之前，中共在黨內或全國也開展過幾次大規模的政治運

動，作為黨的領導人的夫人和秘書，王光美只是一個旁觀者和

記錄者，沒有直接參與，更沒有直接領導。由於她的特殊身份，

劉少奇也一直不讓王光美「干政」。他曾說：「在工作上，老婆

的話應少聽，黨內早有教訓。」這話很傷王光美的自尊心，她

反駁道：「我也是一個黨員嘛。」

一九六三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劉少奇忽然對王光美說：「建議你

到基層工作一段時間。」王光美有點吃驚：一貫反對夫人「參

政」的丈夫為什麼忽然叫自己離開他去一線參加政治運動？和

往常一樣，劉少奇沒有多作解釋。王光美只能揣摩：「他可能

是為了帶頭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同時考慮我這麼多年一直跟著

他，沒有獨當一面地工作過，將來他不在了怎麼辦，所以想讓

我下去鍛煉鍛煉。」

其實，王光美自己倒沒有想這麼多，她一直是心甘情願地做劉

少奇的助手。丈夫事業輝煌，做妻子當然感到自豪。據她本人

晚年回憶，當時她的內心十分矛盾：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

積極回應黨的號召，自己也應該補上基層鍛煉這一課。可是

劉少奇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太好，生活起居需要她照顧；他們

的孩子都還小，平平、源源、婷婷才十來歲，小女兒小小只有

三四歲，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齡。她走了，他們怎麼辦？她下鄉

劉少奇派她下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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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煉，劉少奇身邊工作人員一致反對，周恩來知道後也不贊成，

這事就一直拖了下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劉少奇又加緊催促，提出孩子由他來管，家

務事交給工作人員，有問題再找他，還說：「你們不是怕我晚

上摔倒，我睡地鋪，不就解決了嗎？」見劉少奇態度如此堅決，

王光美再也不敢猶豫了，趕快聯繫蹲點的地區。有一天，她在

中南海春耦齋舞會上見到毛澤東，向他彙報了自己準備下鄉搞

「四清」的事。毛澤東說了一句：「好哇！」有了毛澤東這句話，

她更加有了信心和底氣。

十一月下旬，王光美向工作人員交待完工作和家務，背起鋪蓋

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踏上下鄉之路。走之前，她請示劉少奇：

「我下去怎麼開展工作？」他簡單地說：「不要先帶框框，一切

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要有馬列主義的立

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

離家那天，劉少奇從辦公室出來，為妻子送行。他提起王光美

的行李，掂了掂分量，笑著說：「還不重。輕裝上陣，這樣好！」

走出家門，王光美回過頭，看到劉少奇還站在辦公室門口遠遠

地目送她。她心裡忽然湧上一股酸酸的滋味。這一去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能回來。和劉少奇結婚以來，她還是第一次這麼長時

間離開家。「我不在了，誰能照顧好他呀？沒人提醒他及時穿

衣戴帽，他很容易受涼感冒！晚間起來摔倒了怎麼辦？孩子們

的教育會不會耽誤？一大堆家務事誰來管？」

王光美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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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皇島集中學習一個星期後，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

公安廳秘書的身份，被分配到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

隊。這個大隊離北戴河海濱不遠，共有四個生產隊，二百多戶

人家，一千多人口。派到桃園的工作組共二十人，其中有八人

是縣屬幹部，另外十二人是省級各機關的幹部，王光美擔任副

組長。

除了省委主要領導，工作隊的人員都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王光美在桃園大隊前後待了五個月。

王光美在桃園大隊前期階段的經歷，黃錚執筆的《王光美訪談

錄》只有很簡短的回顧：「大體分了這樣幾個步驟：先搞紮根串

連，宣傳兩個《十條》檔，初步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

後搞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幹部洗澡放包袱；

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在桃園大

隊，經過發動群眾，確實揭露出許多問題：幹部多吃多占、打

罵群眾、賭博成風，貪污盜竊的事也揭發出不少。按照當時的

政策，工作隊組織有問題的幹部向群眾檢討、退賠，叫做洗澡、

下樓。春節前夕，這項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隊放假回家過年。

我也回北京了。」

後期，也就是一九六四年春節過後王光美再次回到桃園大隊這

段時間，她的回顧也不多：「整個運動的指導方針是以階級鬥爭

為綱，各四清試點單位揭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當時的感

覺，階級鬥爭形勢十分嚴峻。在這種情況下，桃園大隊揭出的

事情也越來越多。我和工作組的同志把問題看得相當嚴重，認

為這個大隊的領導班子不像共產黨，爛掉了。我們改組了大隊

黨支部，處分了一些幹部，後來證明有些事情是不實的，這就

錯傷了一些基層幹部，但我們在那裡沒有開過批鬥會也沒批鬥

桃園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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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誰，更沒有抓捕過一個人。對撤職的原支部書記，也是以人

民內部矛盾對待。桃園大隊新的黨支部建立起來以後，工作組

就撤了，只留了少數幾個人為鞏固小組，處理一些遺留問題。

一九六四年四月底，我結束在桃園大隊的工作，回到北京。」

兩段回憶加起來不到六百字。王光美晚年為什麼沒有詳細回顧

這段經歷，也許是當年她撰寫的數萬言《桃園經驗》已作過詳

細總結，無需贅述，也許是限於書稿的篇幅、主題等等原因，

無法容納。當然，也不排除王光美晚年不願受當年那段複雜歷

史的紛擾，有意無意淡化。但對她本人在「四清」運動中的過

失甚至錯誤，王光美在《訪談錄》裡和晚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並

沒有回避，而且作過反思。

可以肯定的是，王光美在鄉下也吃了不少苦。據有關史料記

載，在桃園大隊蹲點期間，王光美一直住在老貧農劉玉森家的

小偏房，住了五個月。房間很小，放不下桌子、椅子，辦公時

只好在炕上放個飯桌子。她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鐘，白天

一有空，就到地裡參加勞動，或者幫助貧下中農餵豬、擠羊奶、

擔水、掃院子，還經常做雜務勞動。在生活上，更是艱苦樸

素，和其他同志一起吃派飯，堅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勞

動﹚，待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關景東，也是就「四清」前犯過「多拿多占」錯誤，「四清」中被

「洗澡」﹙交待問題﹚、「下樓」﹙放下包袱﹚，後來被選為桃

園大隊大隊長的那個典型人物，對王光美印象最深刻。二○○

六年初，他在接受《百年潮》記者採訪時回憶說：「王光美身穿

舊勞動布的工作服，頭上圍著毛巾，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

吃的是粗米飯、玉米麵粥；喝的是白菜湯；住的是貧下中農的

一間小偏房，又小、又窄、又矮，冬天冷、夏天熱；幹的是和

社員同樣的活，總是和社員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不怕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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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累。

記得有一次剛剛過完春節，天氣格外寒冷，寒風凜冽，西北風

刮得呼呼作響，正趕上這天往地裡送糞，王光美和社員一樣，

扛著鍬下地，在地裡用鐵鍬潑糞，和社員有說有笑，一直幹到

收工才回來。」

在「四清」運動中，關景東「多拿多占」，被算出七百元，他把

家裡值錢的東西全賣了才算退清。直到四十多年後回顧這件

事，關景東的妻子仍然激動不已。他們一家對王光美感情深

厚，長期保持來往。二○○六年十月，王光美去世，他萬分悲

痛，帶著女兒到北京悼念、送別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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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在農村搞社教，並不敢擅作主張，她每一步都是緊跟中

央領導的部署。因為身份的優勢，她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快

捷地瞭解首長們的意圖。但這種「緊跟」最後還是出了問題。

一九六四年一月，王光美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一是詢問他和

孩子的情況，二是彙報工作進展，請求指示。劉少奇很快回信：

「我和家中大小很好，望你不要掛念。當然你能在月內回家一

次，那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工作很緊，抽不出身，推至下月回

來，我也能完全理解，一個人既已上了前線，上了戰場，那就

只能顧一頭。我過去和現在，就常常是這樣的，望你珍重。」

王光美回信說：「本想按你說的回家看看，但工作已進入緊張

階段，難以抽身。」劉少奇再次回信，對她的工作給予政策性

指導。

春節前夕，桃園大隊的「四清」工作告一段落，王光美匆忙趕

回北京。到家後，看到劉少奇和家人一切都好，她終於放下心

來。在家裡，劉少奇聽取了王光美的詳細彙報後，面授機宜：

「犯嚴重四不清的幹部，根子在哪裡？我們說根子是在封建勢

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下，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

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眾還提出有上

面的根子，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

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良作風的影響。下面的幹部給上面

的幹部送禮物，請吃喝，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王光美將

劉少奇的話認真地作了記錄。

在中南海春藕齋舞會上，王光美又向毛澤東作了彙報。當聽說

一些幹部多吃多占現象嚴重時，毛澤東說：「他們為什麼敢這

樣？根子在上面！」春節後再次回到桃園大隊的時候，王光美

緊跟中央領導精神，加大了階級鬥爭力度。

緊跟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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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四月，桃園大隊的「四清」工作結束後，「四清」運

動已由試點轉向全國鋪開，並成為全黨、全國的一項中心政治

工作。隨後，中央成立了全國「四清」、「五反」指揮部。劉少

奇親自掛帥。

此後，從這年十一月開始，王光美化名「魯潔」﹙取婆婆魯氏

的姓和母親董潔如的名﹚和「林立」，先後到河北新城縣高鎮大

隊、河北定興縣縣直機關和定興縣周家莊蹲點，三次下鄉參加

「四清」運動。這期間，她仍然不失時機地向中央領導請示彙

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王光美回京開會。當天，中南海春

藕齋正好有舞會。王光美去了。她想見毛澤東，有問題向他請

示。果然，那天毛澤東來了。王光美馬上邀請他跳了一曲舞，

一邊跳舞，一邊問：「主席，我們發現群眾不敢向工作隊反映

幹部的四不清問題，怎麼辦呀？還有，有領導說要工作隊沉下

去再沉下去。我們已經到基層了，還往哪兒沉呀？」毛澤東說：

「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議你們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發

動群眾。就是要造輿論嘛！我看過幾個農村和工廠的材料。現

在熱心搞資本主義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熱心搞資本主義的領導

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裡，王光美立即向劉少奇辦公室幾個秘書傳達了毛澤東

的指示。回到鄉下，她再也不敢像過去那樣搞秘密串連，和工

作隊其他人一起連續組織召開了幾個萬人大會，發動群眾，大

造輿論。運動的火藥味漸漸升級……王光美晚年回憶說：「自

從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我一直努力緊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

跟得還緊。」

儘管運動升溫，但王光美仍然和在桃園大隊一樣，保持了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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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三同」的做法。有一天，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在河北定興

縣偶然遇見王光美：「她包著頭巾正同三名男同志肩上挎著粗

麻繩吃力地拉著一輛雙輪大馬車，車上裝著滿滿的煤面，儘管

天氣寒冷，但她還是累得滿頭大汗……」因為不敢暴露王光美

的真實身份，他們打了一聲招呼就分開了。

據一位和王光美同期下鄉參加「四清」的女士回憶，王光美還為

蹲點村裡一位婦女當過紅娘。那位婦女的丈夫死去多年，一個

人拉扯著兩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艱難。她的小叔子也是獨身，

經常在生活上照顧她，但懾於封建舊習，他們一直沒敢結婚。

王光美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為他們牽線搭橋，使他們組成了一

個美滿家庭。

王光美在蹲點的農村受到當地幹部群眾的誇讚，但在政治上，

她再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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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的經歷，不能不提「桃園經驗」。

這個「桃園經驗」讓她第一次嘗到了政治生活大起大落的滋味。

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王光美從桃園大隊回來，本想好好休整一

段時間，但她的任務並沒有完。她最先應邀在中央直屬機關黨

委召集的幹部會上，介紹了桃園大隊「四清」的做法和體會，隨

後又在全國婦聯召集的會上講了一次。六月，她陪同劉少奇南

巡，又先後在天津、濟南、鄭州等地的黨政幹部會議上作「桃

園經驗」的報告。許多聽過她的講話的人說：「沒想到王光美也

能下去真正蹲點，還能講出一套套的經驗。」

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桃園大隊參加「四清」運動，原本主要是讓

她鍛煉一下基層工作能力，現在「四清」運動剛剛全面鋪開，王

光美的試點經驗正如同一場及時雨。許多省級幹部，後來還有

中央領導要求將王光美的講話稿印發給「四清」幹部學習。劉

少奇表示同意，王光美的「桃園經驗」經修改整理，很快形成了

文字材料，再後來又形成了報告。

王光美將講話錄音整理並修改成文字稿，花了她不少的心血，

那個錄音報告聽一遍就要五六個小時，整理成文也是洋洋六萬

多字。「桃園經驗」按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講述：﹙一﹚紮根

串連；﹙二﹚清經濟，包括查帳、揭發，要幹部放包袱交代問

題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記成份、揭露地主富農等；

﹙四﹚組織建設，即村幹部撤職、改選等；﹙五﹚成效和總結。

八月十九日，劉少奇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王光

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

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

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

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桃園經驗」由熱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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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批語：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

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

比較完全、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

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瞭解這種材料和經

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

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

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

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

徹底的革命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群眾才能解決

幹部的「四不清」和對敵鬥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

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群眾

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

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幹部以至工

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群眾有無窮的憂慮，不把團結百分之

九十五的群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

基層幹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党在農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

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

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

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

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

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

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成框框，到處套用。

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

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

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

正瞭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

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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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經驗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

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

時必須注意的。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二○○六年﹚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報告後，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

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

少奇同志意見的。」根據這一批示，王光美的報告又拿到中央

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結果，大家同意發出。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檔向全黨轉發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簡稱「桃園經驗」﹚。此後一段時

期，「桃園經驗」風靡全國，對全國的「四清」運動產生了較

大影響。王光美也因此名聲大噪。十二月二十一日，她應邀到

人民大會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關於「四清」情況的發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又應毛澤東的直接邀請，參加中央工作

會議。這是她第一次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會議，連劉少奇

都感到有點吃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的夫人葉群在上海見到王光美，討好

地對她說：「中央就轉發過兩個女同志的檔，就是我們倆。碰

巧我們又是同學。」原來早些時候中央轉發了葉群下部隊調查

的一個材料。她把它當做炫耀自己的資本。可葉群的話並沒有

引起王光美的好感，王光美只是覺得為黨做了一件自己應該做

的事。

「桃園經驗」在全國風行的時候，王光美的政治生涯達到了頂

點。但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她一步步走向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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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前一段時期「四清」運動的紮根串連、人海戰術等一

些做法不滿，並認為對基層幹部的打擊面太大，提出「四清」運

動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贊成這一

說法。兩位歷史偉人由此產生政見分歧……1965年 1月 14日，

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

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在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此後陳伯

達在天津小站搞「四清」形成的《小站經驗》，因為更對毛澤東

的胃口，開始在全國推行，取代了「桃園經驗」。再後來，「文

革」爆發，「四清」運動不了了之。

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一直緊跟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什麼

由此形成的「桃園經驗」又受到毛澤東的冷落和批評？劉少奇

與毛澤東的理論分歧究竟根源在哪裡？至今史學界仍然說法不

一。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對「四清」運動作的結論是：「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

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

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

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上世紀九○年代，文史學家何家棟先生這樣評價「桃園經驗」：

「四清早已成為歷史，但桃園經驗卻散發著活力。王光美這份

報告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真正共產黨人的調查，簡潔生動的敘

事，細緻、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我看

沒有一部能超過它的紀實作品，在當代可以作為紀律檢查部門

的必讀書，還可以作為記者採訪的入門書。」

﹙見《南方週末精華本——真相》：《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