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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9 月 29 日夜

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东 大 厅 召

开。除刘伯承请了病假外，15 名政治

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会议

主要讨论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

如何安排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华国

锋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与“四人

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华国锋一下子火了：“三中全会什么

时候开，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什么报

告？谁让你们准备的？”听到这话，那几个

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华国锋恢复常态说：

“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

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远不是这次

会议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

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

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须经

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

我宣布散会！”

这是江青集团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

局会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正

义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正式摊牌。几天之

后的10月6日晚，“四人帮”被捉。

据《世纪风采》

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首先发

言：“初步考虑，今年30日晚就不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了，天安门城楼下

的文娱节目也不搞了。10月1日群众的游

园活动照常。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庆招待会，请外宾参加。”华国锋话音刚

落，张春桥说：“我建议30日晚在天安门

城楼上举行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

想学习会。”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张春桥的

建议，并说：“我们已经组织了十几位演讲

者发言，希望八三四一部队、北京卫戍区

部队也能选出一些演讲者参加。”

此时，叶剑英离开座位去卫生间，走

到汪东兴面前时，低声说：“非常时期，要

防她一手。”汪东兴会意地点点头。

接下来，会议就被江青等人拉入了

他们的主题，主要是关于由谁整理毛主

席书稿的问题。没容华国锋说几句，江

青就朝他“开炮”，说华国锋在处理“保定

问题”上很不得力，说华国锋来中央的时

间很短，没有上层工作经验，所以在各种

问题的处理上优柔寡断，缺乏工作能力，

因此要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张春桥及时

帮腔：“要考虑江青同志的安排，要参与

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张春桥的话让在

座的许多人感到费解：什么叫安排？谁

江青的话立即遭到叶剑英的反驳：

“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席，不是某

一个或几个人的主席，毛主席的所有文稿

和档案，都由中央办公厅保存。毛远新是

沈阳部队的副司令，给主席当联络员，本

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

回辽宁是理所当然。”华国锋说：“主席的

联络员不是中央的编制，任务完成了，就

应该回去。这点，我和叶帅的意见是一致

的。”王洪文厉声喊道：“不行，毛远新应该

留下……他是中央最全面了解毛主席指

示的人了，为什么让他回去？如果政治局

委员要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问谁

去？”姚文元急忙表态：“远新不能走！”江

青又说：“毛远新必须留下，还要他处理

主席遗体保留等后事呢。”华国锋马上顶

反驳

两派意见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有的委

员建议休会，江青愤怒的眼光扫向他们：

“喂喂，我看你们是不想讨论了！那好，有

关的人留下，无关的都走！”王洪文附和：

“国锋同志，让几位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都

退席吧！”张春桥说得更明确：“剑英、先念

同志身体不好，建议先走。”华国锋眼看这

种局面很难形成决议，就对叶剑英和李先

念说：“你们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

不要走。”江青突然以她尖厉的声音喊道：

“散会了，散会了！”江青只是个政治局委

员，不是会议主持人，没权利宣布散会。

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江青又命令式地

“炮轰”

争夺

定论

黎元洪是民初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特

色的人物，他对革命一无所知，却在一夜之

间成了“首义元勋”，他既非军阀也非党人，

一生鲜作为却有时运，无实力却有地位，十

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

录目前在中国尚无人打破。

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还想黄袍

加身更上一层楼。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

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

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黎、袁是儿女亲

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

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

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

士？”袁世凯听后，明白了黎元洪的意思，从

此再也没和他谈起过类似的话题。

袁世凯的帝制鼓吹机关“筹安会”成立

后，一些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纷纷拥戴，并

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

愿书。当时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

参政院院长，他不赞成帝制，却又不敢与袁

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

制。1915年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

参政院院长等职，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未予

批准，只是以10万元高价购得东厂胡同原

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遂

于9月下旬迁入，闭门谢客，不发一言。

1915年 12月 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

戴，并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准备在 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 月 15

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

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文中

称：“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

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袁世凯的这

招棋非常高明，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

但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如果

将其拉下水，为自己“民国变帝国，总统变

皇帝”的戏法造势，其影响可想而知。

但令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黎元

洪竟然不买这个账。册封令颁布后，袁记

政府文武百官在国务卿陆徵祥的带领下到

东厂胡同黎宅祝贺，黎元洪对他们说：“大

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

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

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就退入内室，不再露

面，陆徵祥等人只好悻悻而去。随后黎元

洪又命手下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

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

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

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

黎元洪身边的亲信和幕僚对此事也是

各有主张，但黎元洪的态度十分坚决：“你

们不要说了，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

个人，亦所甘心。”

袁世凯需要黎元洪给自己捧场，当然

不会善罢甘休，12月19日，又命步军统领江

朝宗去东厂胡同宣封，湖北籍参议员刘成

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将此事描

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朝宗捧诏前往东

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

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

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

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

面大骂曰：‘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

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

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

‘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齐打

出！”

后来奉袁之命来黎宅游说的更是络绎

不绝，有的还直接以“王爷”呼之，最后黎元

洪实在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

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据《法治周末》

貌似“柔暗”的黎元洪在大事上其实并不糊涂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一次较量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汉族。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包括今湖北大悟黎家河），1864年10月

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人称“黎黄陂”，至今在武汉汉口有一条路称为“黎黄陂路”。他是辛

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我国历史上惟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

江青接着说：“我相信大家都会听毛主

席的话，按照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事的。同

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

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很高

的评价，都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个很宽

容的人。这个，他对我是有交代的。所以，

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

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

年多的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

指示，理解得很深。因为主席晚年说话已

经很困难，别人都听不懂了，只有我、远新

和少数几位亲近他的人熟悉他的语言。就

这样，主席决定远新当联络员。现在，把他

留下来参与主席文稿的整理，大家说应该

不应该？天经地义嘛。所以春桥同志，洪

文同志，还有其他几位同志要求远新留下

来，帮助整理主席的文件。可是竟有人反

对！还说了许许多多不应该说的话。主席

刚刚去世，就对我们采取这种态度，难道不

令人寒心吗？”

她：“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

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

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江青瞪大眼睛，

呼地站起来，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主席的

后事我不参加了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

不参加吗？这是造谣！我根本没说过！”

华国锋说：“你在9月19日说的嘛，你可问

问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应声说道：“是的，

江青同志是说过这话的。”江青一面大嚷，

一面抹眼泪：“啊，东兴同志，想不到你也

造我的谣！当时在场的还有洪文、春桥

嘛，我根本就没有讲过那个话！你们这是

合谋赶我走嘛！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

走！主席的一切后事我要参加到底！打

死我也不走！”张春桥说：“我看还是这样

吧，毛远新同志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

况，主席写的东西也只有他能看懂。”有几

个政治局委员支持张春桥的意见。

李先念见势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

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

看，叶帅和华总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可

指责的！”接着，李德生说：“总理、叶副主

席、李副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

“我也同意。”汪东兴等人接着表态。

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

同志谈话。”王洪文以副主席名义加强了

语调：“没有关系的都走！”叶剑英和李先

念见如果不走，会使华国锋很难下台，就

愤然离去了。其余一些人也跟着退了

席。最后会场只留下6个人，除了“四人

帮”，再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江青继续提出毛主

席住处的文件和档案应由毛远新清理和保

管：“党的三中全会应该全面地学习毛主席临

终前的一系列指示，这一切离开了远新是不

行的，究竟远新走与留，得等开了三中全会才

能定。”华国锋要插话，张春桥抢了过去：“江

青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嘛，你急什么！”华国锋

只好坐在那里，任凭他们一唱一和。直到江

青说累了，华国锋才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江

青同志，你今天究竟想干什么？”江青马上说：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张春桥附和：

“毛远新留下来，正是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

报告。”

黄袍加身不可取

辞职抵抗

不做“武义亲王”

以死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