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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人民的悲惨遭遇书写毛泽东 
 

王友琴 

 

北京的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问：听说新出的毛泽东传，800 页中有 200 页是注解，

是吗？ 

 

我正读这本书。确实，书后有 150 页资料来源，包括书面资料和采访过的人的长名

单。另外书中还有不少书页底部的脚注，总数会有 200 页。这个数字就表明这本书

在史料收集方面的深厚功夫，特别是对数百人的采访以及对前苏联等国档案资料的

研究，是很原创性的贡献。 

 

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另一个特点，即这本书突出地通过中国人在毛泽东统治下的悲惨

遭遇来描述和评判毛泽东。实际上，这个特点和前一特点相关联。 

 

从 1959 到 1962 年，中国有数千万人被饿死。虽然亲身经历了大饥饿的一代人还未

过去，虽然历年人口统计中的人口负增长清楚说明大饥荒的规模和程度，但是对这

场规模空前的大饥饿的记载和研究却很少很少。这本书详细探讨了大饥饿和毛泽东

的关系。 

 

1958 年有所谓“卫星田”，把产量吹牛至 100 多倍。书中指出，这是沙皇的“波

將金村”的反方向使用（445 页）。俄国的臣子在路边假造出些村子以伪造政绩欺

骗沙皇，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使用这些假造的高产量来詐骗下面的人，订出超大征

购数字，把农民的活命口粮都剥夺了。 

 

书中指出，送到毛的桌上的一份从云南来的报告，日期为 1958 年 11 月 18 日，已

经报告了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并导致了死亡波。还有一份 1959 年 4 月的报告说，

15 个省的两千五百十七万人没有饭吃。书中多次强调毛泽东有非常有效率的情報

系统，了解下面发生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作了什么呢？书中写出，1959 年，中国出口了四百七

十万吨粮食，当时价值美元六亿三千五百万。另加大量别的食品，特别是猪肉。 

 

 在中国人大量饿死饿病的同时，大量的钱和食品被送往外国。在两千二百万人饿

死的饥饿最为严重的 1960 年，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那一年

激增。书中指出，中国不但是世界穷国中唯一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额占

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另外，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

家，比如匈牙利（作者采访了匈牙利总理）。食品给了他们只影响生活水准的高

低，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生与死的关系。 



 

毛泽东先后给了印度支那地区 200 亿美元。1960 年 1 月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到

北京，毛泽东“借”给他六千万美元，告诉他“不必归还”。（格瓦拉数年前在北

京的舞台上被颂扬，他从中国拿钱的事情没有被提到。） 

 

阿尔巴尼亚在 1958 年就跟中国要了五十万卢布。1961 年 1 月，因为他们和中国一

起反对苏联赫鲁晓夫，又得到五百万卢布。中国把从加拿大买的二百二十万蒲式耳

（一蒲式耳相当于 36 公升多）小麦也送给了他们。当中国人饿死数千万的时候，

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赠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么是“定量配给”。该国当时到北

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和作者说：在中国能明显看到饥荒，可是“中国给我们任何东

西”，我们什么都跟中国要，“我觉得可耻”。 

 

这名阿尔巴尼亚官员觉得“可耻”的事情，中国当局却耻上加耻，长期欺骗中国

人，说经济困难是“苏联修正主义逼债”造成的。书中说明，是中国政府主动要把

本来只需在 16 年中偿还的贷款在 5 年中就还清。提前还债是因为知道苏联需要食

品而中国食品占了苏联食品进口的三分之二。毛泽东因此可以给赫鲁晓夫压力，从

那里得到技术制造原子弹和导弹。当时的苏联大使告诉作者：到飞机场的路边的树

叶子都没有了（被人吃了），他们不用调查就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当中国方面宣

布将增加肉食输出量时，苏联人问怎么能，得到的回答是“不关你事”。 

 

书中还说，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还改变了中苏货币的汇率，这样把中国的债务

减少了 77.5%。1961 年 2 月，赫鲁晓夫提出给毛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

糖。毛泽东要了糖可是拒绝了粮食。不是毛放弃了傲慢，他已经抓住了赫鲁晓夫答

应提供技术和专家制造米格 21 战斗飞机。 

 

饥荒从 1958 开始，持续到 1961 年，在 1960 年达到最高峰。书中引用了中国政权

的统计记录，那一年平均每人每天的热量摄入落到了 1，534 卡路里。韩素音是中

国统治的主要辩护士之一，她都说 1960 年一个城市家庭主妇得到的每天营养是

1，200 卡路里。（此人文革时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接见她的照片登载在

报纸头版。那时候中国人都知道她，但并不能读到她到底写了什么。）然后张戎指

出，在纳粹的奥斯威辛奴隶劳动营里，每人每天的配给食品是 1，300-1，700 卡路

里。 

 

书中称毛泽东试图把中国变成“奴隶劳动营”。在书的结束处，还指出毛泽东在建

立红色高棉统治中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当面庆贺波尔布特的奴隶劳动营国家，赞

扬他们一场革命就消灭了阶级。作者说，毛泽东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奴

隶。 

 

这个“奴隶劳动营”的说法可能会引起震动，也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但是平心而

论，按照中小学生教科书里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一 “剩余价值”理论，

自从生产力发展到人能生产出比养活自己所需更多的产品时，就不杀俘虏，而是把

这些人变成奴隶，让他们为奴隶主生产“剩余价值”。但是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



期，中国人被饿死杀死和折磨死了几千万。仅仅 1960 年前后的大饥荒，现在电脑

网络上争论的饿死人的数字，是在官方承认的一千多万和民间学者说的四千万之

间。其实，难道一千多万还不够多吗？这也就是说，至少有一千万人连做奴隶的资

格都被剥夺。所以，即使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来衡量，用“奴隶劳动营”的说法也

不会过分。 

  

关于毛泽东，已经出了很多很多的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歌颂他的，歌颂他的权力，

他的思想，他的战略手段，他的诗词文彩，他的亲情友情，等等等等。然而，毛泽

东的最大特征是他统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 27 年。要介绍和评价这一统治，

从普通人民的生活着眼显然应该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介绍中国的原子弹制造时，也很突出地从人民的遭遇来描述。书中作了计算

说，为此花费的钱，如果买成小麦，可以让在大饥饿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每天增

加 300 卡路里食品达两年之久；毛泽东的原子弹造成的死亡，比美国在日本投下的

原子弹多出 100 倍。（506 页） 

 

写毛泽东当然一定要写文革。我注意到我的两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列在书的资料来源

目录中，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所以，这本

书在描写文革时，写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副校长，50 岁的四个孩子的母

亲，怎么被红卫兵学生打死。也写了该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怎么被红卫兵

用绳子在脖子上拴成一串“斗争”和被迫诅咒自己。这些故事都来自我的两篇文

章。这样的材料也都是现在已经出版的几本文革通史都忽略不记的。显然作者没有

来得及看到我去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不然，作者可能会从那本关于 659 名文

革受难者的 50 万字的书中引用更多的这类材料。 

 

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副校长，被打的中学生，以及他们代表的千千万万受迫害的教

育工作者和“黑五类”子弟，还有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以千万计的人，都是普通人，

默默无名，不被关注。现在，他们的悲惨遭遇被强调出来，并且和对最高统治者毛

泽东的评价紧密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追求真实，也因为作者平等和正义

的价值观念。 

 

这本书里多次把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相提并论。这三个统治者，时代、民族、

文化背景和个人性格都不相同，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特征，就是制造了千千

万万的受难者，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他们犯下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群

体灭绝罪行。已经为被希特勒杀害的人们建立了形式庄严美观内容详细深刻的一批

博物馆，已经有一百三十多万被斯大林杀死的人的名字被记录并写刻录在电脑光盘

上。毛泽东的罪恶也将得到清算。 这本 800 页的厚书，是很多中国人会关心和想

要阅读的，但是现在他们还不被准许看到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