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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再谈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

作者：彭劲秀      时间：2015-09-06   来源：共识网

 

　　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的长文《回忆江青同志》(以下简称戚文)8月2日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

共识网上发表后，一个月来，读者点击达13万多人次，点赞达700多票。虽然点赞率仅为0.5%

几，不算高。但就绝对数而言，点击数和点赞数都是很高的。戚文的中篇和下篇的点击数和点

赞数虽比上篇大幅度下降，但绝对数仍不算少。

　　在“四人帮”覆灭和“文革”结束近40年之后的今天，因在文革运动中犯了严重罪行被判

处18年徒刑的文革遗老戚本禹回忆被判处死缓的文革“旗手”江青的文章居然引起如此之大的

轰动，这是很值得国人深思和警醒的。

　　《回忆江青同志》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主要是因为江青、戚本禹的特

殊身份决定的。普通人不可能知道党和国家最高层的内幕，而戚本禹不仅是在毛泽东、江青身

边工作过的人，而且是一度获得过毛泽东、江青青睐和宠幸的红人，人们对他回忆文革中叱咤

风云、不可一世的江青的文章自然是充满好奇、渴望和期待的。戚本禹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

份，刻意渲染江青的个人情事以及他与江青的交往，以此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

　　尤为令人诧异的是，戚文上篇是以“回忆江青同志”冠题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

道，“江青同志”，这个如雷贯耳的称呼当时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连在一起

的。在粉碎“四人帮”及其清理“三种人”时期，谁敢公开称“江青同志”?现在戚本禹公开发

表“回忆江青同志”的长文，自然吸引读者的眼球。我知道戚本禹是“四人帮”的走卒，如果

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标题不带“同志”二字，我也许就不看了，但面对“回忆江青同志”，我就

不能不看了。相信与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戚文的中篇和下篇标题没有“同志”二字，读者的

点击数和点赞数下降约一半，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更重要的是，戚本禹极善于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取舍和编造故事细节，让有些人不得不

信。反正这些事情只有戚本禹知道，当事人大都不在世了，无法核实。比如他说1965年春，通

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

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接着戚就故弄玄虚，卖关子说：“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

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其实，江青即使确实去看他了，

也确实说了这样的话，也是正常的客套，并没有什么大的深意，只不过戚本禹太自作多情罢

了。读者对此怀疑也没有用，一不能去纪念堂问毛主席，二不能到某公墓问“江青同志”。再

如江青曾对他说：“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又说“她那时把我看得

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对这样的话，江青究竟是否说

过?没有任何旁证，江青又早已作古，怎么核实?只有随便他说。

　　当然，对戚本禹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取舍和编造的事情，有些还是可以找到质疑理由和

根据的，如戚本禹说，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

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

章。“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在这

里，戚本禹告诉人们的是，他写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仅得到田家英的首肯，而且田家英还提出

“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

　　然而，据胡鹏池先生《邂逅韩爱晶，再说戚本禹》一文披露：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

述》后，田家英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共识网，2015年8月17 日)由此可见，

对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田家英看后是持否定和鄙夷态度的。

　　人们只要用心，勤于思考，骗子的伎俩是不难识破的。

　　戚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

　　戚本禹回忆江青一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很难自圆其说。如王、关、戚问题出现

后，毛泽东决定整肃中央文革的这三个不可一世的乱世小丑，只是考虑戚本禹比较年轻，暂缓

一步，以观后效。戚文说，“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

作，要他们作检查。”在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期间，戚本禹借总理之口说对他们仍是“首长

待遇”。言下之意是说，王、关、戚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检查一下而已。因为，

仍然享受“首长待遇”的人，能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接着戚本禹又说“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

实现这个思想。”

　　戚本禹刚刚说过主席对王力、关锋“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

查”，而且仍然享受“首长待遇”，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主席下那么大决心

打倒王力，关锋”，这分明是说主席不仅要打倒王力，关锋，而且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这不前

后矛盾吗?

　　戚本禹说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这是因为江青“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

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

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

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

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 戚本禹说，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

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

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可是对彭德怀就不这样了。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戚本禹虽然承认这件事“是我组织

人做的.”，但又辩解说“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

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

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戚本禹还说江青、总理都“很

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好像他组织人到四川押回彭德怀是出于无奈，迫于压力。

　　戚本禹对李富春敢于说“就是不许反”，为什么对彭德怀不敢说“就是不许揪”呢?你的这

种“横”劲到哪里去了呢?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戚本禹对彭德怀也是“挺横的”，下狠心把

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彭德怀被红卫兵打断肋骨。

　　由此可见，戚本禹的“横”劲来自上头，来自江青。横与不横以及怎样横，要看对象，要

取决于江青的好恶。

　　戚文说，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

力，关锋，姚文元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毛主席

那天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都谈了各自写作打算。戚本禹说，“毛主席对我

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

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

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

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

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

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

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

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

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

　　戚本禹刻意渲染的这一通，完全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用老百姓的话说，“裤裆里插杠

子——自抬自”而已。这里且不去说它了，单就“奖励”而言，究竟是主席的奖励还是江青的

奖励?主席的任何事情都要假手江青吗?戚本禹写出了“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的文章，主席很

高兴，为什么没有当面予以鼓励呢?戚本禹不是说他可以经常面见主席吗?

　　戚本禹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顺便提一

下，“满江红”是词，不是诗，这是初中学生都懂得的常识。再说，一纸“满江红”词，限定

93个字，“厚厚的一大摞”从何谈起?这不是说胡话吗?

　　另外，在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的宴会上，戚本禹说 “毛主席那天晚上谈话的主要内

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

们都要去写文章。”这不仅是在舆论上组织对刘少奇的围剿，而且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

利”，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采取的重大部署。戚本禹曾问江青

毛对刘从何时开始不满的，江青说“那个早了”，说明主席倒刘之心早就有了。戚本禹却

说“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请问，那个时候“无法无天”，有现在党纪、

国法明确规定的“立案”程序和“立案”意识吗?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啊!

　　戚本禹以文革的标准褒贬人物

　　戚本禹文革的理念和情结深入骨髓，回忆江青一文通篇都是文革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他

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美化、吹捧江青是“女英雄”、赞扬康生的“反修”，感恩张春桥关键时候

给他的点拨。戚文说“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

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然而，

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2004年9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267页“江青”词条，紧接着“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联华影片

公司作演员”之后的表述是：“1937年8月到延安，随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重新

进入党内。此后曾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1949年春随中共中央机关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其中并无曾“被

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的记载。查阅其它相关资料，虽有江青“1938年8月任军委办公室档案

秘书”之说，但“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与“中央军委秘书”是大有区别的，两者不能混同。

把“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说成“中央军委秘书”实有故意拔高之嫌。

　　戚本禹重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 的老调，批判刘少奇、邓小

平，还批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

的，他不斗当权派”。批陶铸“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批“陶铸其实

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

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

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

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

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

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极力丑化陶铸，贬损邓小平。

　　戚本禹还揭露“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

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

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戚先生能否将陶铸家当

年“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摆设照片贴出来让广大网友开开眼界?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江青、戚本禹所说毕竟只是一面之词。到过陶铸家的

人和陶斯亮女士对陶家的豪华摆设应该有所记忆，不妨予以验证一下。

　　据戚本禹说，1965年，杨尚昆从中央办公厅主任职位调离，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

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但是龚子荣原来在北方局工作

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

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

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

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

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

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

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这是戚本禹的偏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不是这样的，他对汪东兴总体上是信任有加

的，不然不会让他在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戚本禹对汪东兴给他带手铐耿耿于怀，对汪东兴在粉

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怀恨在心，戚编造这些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东西，无

非是诋毁汪东兴“忘恩负义”而已。

　　戚本禹大谈田家英对他的支持、帮助和恩情。他说田家英跌入逆境中时，戚还被人批

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意为他对田家英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是充满同情的。但据叶

永烈在《关于田家英之死》中披露，“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

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

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

经被揪出来了’……”。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

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

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戚本禹就是这样报答田家英给予他的恩情的!

　　有待澄清和核实的问题

　　对戚本禹的有些说法则应进一步核实，如对样板戏，戚说“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

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据有关资料披露，江青

正式搞样板戏是1963年从《红灯记》开始的，而程砚秋1958年3月9日就去世了。程砚秋是否

涉足了样板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待考。

　　据叶淑穗《鲁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一文披露，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得知鲁迅

手稿在文化部档案室后，立即跑到文化部，以中央文革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勒令管理机要档案

的李云联同志交出鲁迅手稿，并将其全部强行掠走。为证实此事，我们曾分别写信给中央文革

小组和戚本禹，他们却置之不理。

　　后来，许广平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

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15页，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大部未印)，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

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1967年春，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

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

失。”许广平逝世以后，当晚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向许先生的遗体告别。海婴就此把

许先生的信交给周总理。稍后，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也都来了。周总理当场谈了许先生的

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事件，要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在一旁说：“信

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从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

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既然戚本禹深受毛泽东、江青的赏

识和宠爱，按戚本禹所说，他与江青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到了“姐弟”关系的程度，那么为什

么对他突然翻脸，弃之如敝屣呢?

　　据吴法宪回忆说，“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由于有毛泽东区别对待的指示，“把江

青当成自己母亲一样看待””的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

江青怀疑戚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向毛泽东反映，把他拿掉。”是否属实，待考。

　　还有一个令我困惑多年的问题，就是文革之前，毛泽东、江青都痛感北京是一个“针插不

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偌大京城，人文荟萃，人才济济，竟然找不到一个撰写批判《海

瑞罢官》的写手!我曾想，戚本禹不就是一个最佳人选吗?第一，戚本禹在1963年就写出了《评

李秀成自述》，而且此文受到毛泽东、江青的赞赏，戚本禹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江青的视野。

一般来说，毛泽东、江青应该考虑到戚本禹的。第二，戚本禹急功近利之心甚切，他做梦都想

通过写文章、整别人博取主席的欢心，由此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如果毛泽东、江青找到他，

他绝对不会像那位李先生那样婉言谢绝，而是会感激涕零，誓效犬马之劳。我始终困惑不解，

毛泽东、江青为什么放着近在眼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急不可耐地渴望效力的戚本禹不

用，非要舍近求远劳驾江青到上海物色人选?

　　后来，江青在上海物色到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担当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

　　姚文发表之后，名声大噪，戚本禹不甘心姚文元专美于主席和江青面前，于是于1966年1

月15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上纲上线，落井下石，对作

者吴晗进行最猛烈的批判，强调“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又进而

说“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

党进攻时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

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

鼓。”他批过《海瑞骂皇帝》，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

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姚文元只批一个《海瑞罢官》，戚本禹不仅批了《海瑞罢官》，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批了

《海瑞骂皇帝》，调门和用词都比姚文元严厉得多，把海瑞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更

加明朗。

　　我真的为戚本禹颇感不平，当初把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就近交给戚本禹多好啊，姚文元就

很难当上政治局委员了。戚本禹不仅具有超强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能力，更难得的是人家忠心可

嘉，积极性特高!

　　戚本禹笔下的史料“三烧”

　　读了戚本禹的文章，最使我大开眼界的是发生在最高层的三次焚烧史料事件。

　　根据戚文披露，第一烧是“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

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

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

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

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

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

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

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

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

　　第二烧是有人在北京图书馆“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

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戚本禹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扩散，哪知道拍

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

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

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

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第三烧是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戚本

禹，戚“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

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同时又跟江青说了这事，戚没有跟江青讲。江青

等了几天,就直接找到戚本禹问是怎么回事，怀疑戚“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后来这件事情

还是总理来处理的，“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看了戚本禹笔下的“三烧”，我感到大开眼界：原来权势人物对有些史料是可以下令烧掉

的;同时我又感到困惑：史料是史实的载体，真假虚实是另一回事，留着给后人研究和鉴别，为

什么说一声“烧掉”就烧掉呢?烧掉了不是对历史的阉割和毁灭吗?

　　我为什么说戚本禹是“政客”?

　　戚本禹假惺惺地自我表白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

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

　　“好写文章”是好事，怎么成了“弱点”?关键在于写的文章是不是真正的好文章，写实事

求是、与人为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好文章，于国于民，善莫大焉;写仗势欺人、罗织罪

状、颠倒是非、陷害忠良的坏文章，泯灭良知，天理难容。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也好，

写评《海瑞罢官》也好，只要不诬陷前人、连带今人、欺骗后人，你怎么写、怎么评都行，但

你把明朝的海瑞和晚清的李秀成与彭德怀、瞿秋白等人联系起来就是居心不良了。这些道理是

不言而喻的。

　　说“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意思就是说，不管彭德怀的意见

对不对，也不管彭德怀的罢官冤不冤，只要主席满意就行。作为一个以“好写文章”自诩的文

人墨客和历经沧桑、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竟说出如此丧尽人格、恬不知耻的话，真是令人作

呕!

　　戚本禹根本无心做“爬格子”一族，他的兴趣在揣摩上意， “爬格子”写文章只是为了迎

合上意，以博取宠幸，邀功求赏。这正是政客的惯技。

　　戚本禹跟最高领袖的夫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竟结成什么“姐弟”关系。这绝对不是一

个正派干部所为。

　　戚还说：“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

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

又合在一起了。”作为一个在中央核心机关工作的干部，向最高领导的夫人探问最高领导层的

纠葛，江青向别有用心的戚本禹介绍党中央一、二把手产生矛盾的渊源，都是政客行径，都是

严重违反党纪、极其错误的行为。

　　戚本禹极力宣扬、炫耀自己跟江青的亲密关系，说“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

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

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还说“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

东西，还能办事。”

　　戚本禹又说“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

我合作写文章。”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

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生了点小病，“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

我的健康。”“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傅崇碧几次

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

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

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一副官场中小人得志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

丑态跃然纸上。

　　戚本禹当然不会漏掉当时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他说 “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

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

她不是很高兴。”孰真孰假，很难认定。因为，即使跑到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找到林彪、叶群

的尸骨也是无法核实的。姑妄听之吧。

　　戚本禹精心研究高层人事关系，上蹿下跳，以博取更大的权力。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

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说：“戚

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

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

钢……”。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定戚本禹不是一个正派的志在写文章的人，而是一个痴迷于官场和权

力的政客。

　　古往今来，所有的政客都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是铁律，戚

本禹也不例外。他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泽东如何如何的忠诚，其实并非如此。如毛泽东在所谓

的“二月逆流”发生后，听信“四人帮”的一面之词，确实发了一通支持“四人帮”、批评老

帅的雷霆之怒。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71年11月

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

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

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

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

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

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毛泽东强调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但戚本禹照讲不误，直到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仍三

番五次地提到“二月逆流”。但是，戚本禹提到“二月逆流”是不加引号的，说明他仍然认定

当年老帅们的那场抗争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他如果真正对毛泽东忠诚就不会这

样。

　　作为权欲熏心的政客，他要固宠攫权，必须投靠一个最有权力的人或集团作为靠山。在当

时，他当然认为毛泽东是最可靠的靠山，所以他抱定了“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

我们也失败”的决心，一副与毛主席生死与共的架势。然而，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

笑：在毛主席没有失败的时候，他却在毛主席眼皮底下身败名裂了!

　　鲁迅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

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上苍有眼，把戚本禹这条“中山狼”老早关进秦城监狱，

否则，他给国家和民族将造成怎样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

　　胡鹏池先生说得好：“史实不仅有真假之分，也有多样性，也有层次之分，我们读史写史

时必需明察秋毫，纤微毕现，千万不能给戚本禹一类骗子骗了。“诚哉斯言!对戚本禹回忆江青

的文章，我只能说：贵在思考!

　　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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