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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

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

“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

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

的一起大错案。”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

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

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

批转了这个报告。

小说《刘志丹》几经波折，在成稿17年

后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此时离

刘志丹牺牲已经63年了。

据《福建党史月刊》

1932年12月，骁勇战将刘志丹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1934年又成立红二十七军，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陕北

根据地。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

击，刘志丹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2岁。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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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被指剽窃毛泽东思想

长篇小说《刘志丹》脱稿于20世

纪60年代初期，它描写的是陕北、陕

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十六军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

传奇生涯。但该小说还未正式面世，

就惹来了一连串纷纷扰扰的轩然大

波和是是非非。令人发指的是，康生

利用小说《刘志丹》，策划了一起当代

中国历史上骇人的文字狱。

1956年前，工人出版社曾将一部以刘

志丹生平为内容的小说《刘志丹》列入选

题计划，并邀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刘

志丹的弟弟名刘景范）来执笔撰写。接受

约稿后，李建彤查阅大量资料，采访了大

量当事人，历经6年，６易其稿。

1962年春天，小说已经完成了创作，

但却被定为“反党小说”。这与一个人有

很大干系，此人便是阎红彦，早年曾与刘

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

据地，1955年获上将军衔。

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多方征

求意见。阎红彦粗略地看过稿子之后，便

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

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

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

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

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

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

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

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但1962年夏秋之交，阎红彦赴北戴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却意外地听说《刘

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

他立即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工人日报》

停止连载后，他又致信书记处。在信中，

阎红彦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

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

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

其实，当年习仲勋对小说的处理是十分

慎重的。1961年春夏之交，第四稿清样送

到习仲勋手里后，他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

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

座谈。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

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

谨慎从事。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

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把刘志丹经历时期

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然而，康生又在1962年8月24日写信给杨

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专案组拿走了小说的全部创作材料，

和习仲勋关于该书的两次谈话记录。康

生还指定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小组。1966

年5月，审查小组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

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

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

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

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

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

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

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

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罪名之

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

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

案”，“吹捧习仲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该案进一步升

级。习仲勋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下

放到工厂劳动，被审查了16年，其间还曾

被捕入狱，蹲了8年大牢。原经委副主任

贾拓夫撤职下放后，又被囚禁在北京郊

区，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70年4

月，李建彤被专案组戴上“习仲勋反党集

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的

帽子，开除党籍，让她进行劳动改造。1968

年5月，刘景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

捕入狱，坐了10年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

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定为“西

北反党集团”，康生等把西北大部分局长

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

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

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

能幸免。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达万

余人。

为英雄著书立说

随后，阎红彦又把此事向康生作了汇

报。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康生就独

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

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罪状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书中某个人

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

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康生还认定：

“完全为高岗翻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适时提

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

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

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

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

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

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

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康生的

策动下，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

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

员会”，康生任主任。随即，由康生提出

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

反党集团”。

文章与历史不符？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核查史实谨慎从事

《刘志丹》“引起”的文字狱

17年后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