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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和《文革大年表》 

崇高的政治口号和残酷非人道的真实 

 

王友琴、小林一美、安藤正士、安康久美子共著共编 

 

让道德心堕落的“群众专政” 

    文化大革命（文革）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创伤。在某些年龄的人的心底仍然沉淀

着那个时代的悲剧，我自己也听很多人说过“那个时代不是噩梦，而是真正的地

狱”。 

    在美国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中国人王友琴的观点是文革时的“群众专政”“让中

国人的道德心产生了极大堕落”，她调查了 659人的受难的真实经过。这部书的第

一部分是翻译王友琴的这部书（主要部分），第二部分是两个日本研究者做成的《文

革年表》。 

    第一部分中教育工作者受到红卫兵骇人的非刑，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教育界第一个牺牲者，她在 1966年 8月被人用棍棒殴打，全

身受伤而亡。她的罪状“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的理由仅仅是说地震

时学生应立即跑出教室，而没让学生拿挂在教室中的毛泽东像。 

    被红卫兵虐杀全家 5 口的科技工作者黄瑞五，偶然被发现家里有一个空子弹

壳，就被怀疑家中藏枪，全家被杀。王友琴写道：“黄家 5口，在 3个小时内被杀”，

“这在 1966年 8月的北京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北京大学学生顾文选因为是反革命份子而被判处死刑，被枪决。没有什么明确

的理由，仅仅是“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这样一个一个的例子中，浮现出

172万牺牲者残酷的死亡和自杀的真相。 

    第二部分《文革年表》是总结了从 1965 年到 1981 年发生的事件，注明了日

期。我是 1966年 4 月北京批判《燕山夜话》时认识到文革的趋势的，这部年表是

可以看清历史的潮流的动向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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