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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自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後，其人其事在中國官方的大眾傳播媒介中

一直是敏感的話題。中共一直沒有公開紀念他的冥誕，官方媒體也很少提及他的

名字。2005 年 9 月 5 日香港文匯報報導，中共將在北京召開大會，紀念前總書

記胡耀邦 90 誕辰，中央電視台屆時將進行轉播。此外，胡耀邦故鄉湖南瀏陽市

正在籌備「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 90 周年書畫展覽」。胡耀邦故居於今年 7 月 1 日

結束兩個多月的維修，重新開放。其故居將升格為國家文物。11 月 15 日中共外

交部發言人正式證實，中共將在 11 月中旬在北京舉辦「胡耀邦同志誕辰 90 周年

紀念」，中央領導人和黨政軍群有關部門負責人將出席會議。  
11 月 18 日香港文匯報報導，「中央領導人以及黨、政、軍和地方有關部門負

責人將出席紀念會，中央領導人將發表重要講話。」此外，胡耀邦家鄉湖南瀏陽

市、安葬地江西共青城將分別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胡耀邦夫人李昭將前往出席

紀念活動。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將成立胡耀邦思想理論研究會，對胡耀邦生前一些

思想理論做系統整理和研究，相關事宜已開始在進行。研究會成立後，將會陸續

出版與胡耀邦思想理論有關的文集和紀念文章，而且不排除有正式編寫《胡耀邦

傳》的可能。  
當天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紀念前總書記胡耀邦誕辰 90 周年。現任

政治局常委中，溫家寶出席座談會，曾慶紅發表講話，並由吳官正主持。新華社

發出舉辦紀念座談會的新聞，人民日報與中新網轉載新華網的該則新聞。中午

12 點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未報導是項紀念活動。一度傳出不被邀請的李銳確

定出席該場紀念研討會。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96FB%25u8996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25u65B0%25u8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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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主持。中央組織部常務副

部長趙洪祝、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虞雲耀、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共青團

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周強、湖南省委書記楊正午先後發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做最後講話。  
曾慶紅在這場紀念會上的演講，多介紹胡耀邦在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歷，而對

於 1980 年代之後的事蹟甚少著墨。曾慶紅的演講述及胡耀邦在長征與抗戰期間

的重要工作，包括接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延安抗日軍政

大學政治部副主任、瓦窯堡一大隊政委、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

同時也包括 1952 年後胡耀邦先後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  
但對於 1980 年代之後胡耀邦的經歷卻語帶模糊，完全未提到胡耀邦在 1987

年初會辭去總書記的職務。此外，曾慶紅的演講把胡耀邦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形

容為合作無間的伙伴關係。他說：「胡耀邦同志在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職務期間，

積極參與制定和貫徹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決

策和戰略部署」。  
座談會的發言全部是官方事先指定好的。胡耀邦的家人與親朋好友沒有一人

發言。受邀者的名單一部分由胡耀邦家人提出，另一部分則由官方指定，最後的

名單由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子女鄧樸方、鄧楠、胡耀邦兒子胡德平、毛澤東秘

書李銳都參加座談會，但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已退休

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于光遠等，都未獲邀參加座談會。此外，胡耀邦夫人李昭亦出

席座談會，團系大老胡啟立坐在她的旁邊。當年大力倒胡的薄一波、王震及其家

人則未出席。李銳在紀念會之後表示：「我很滿意上午的活動。我認為這個座談

會開得很好，很成功」，「曾慶紅的講話對耀邦同志評價很高，雖然沒有超出 16
年前追悼大會的評價，但都很中肯，特別今天聽起來，很難得。代表了黨內大部

分同志心聲」。  
次日，胡耀邦的故鄉湖南省瀏陽市舉行座談會，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楊正午發

表講話，同日《湖南日報》發表題為《中共湖南省委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九十周

年》的長篇文章。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亦發言緬懷父親，胡耀邦夫人李昭則因過於

疲累留在北京。此外，一些胡耀邦親屬原本計畫參觀胡耀邦陳列館和故居，但最

後取消。20 日上午，江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以及九江、瑞金市的

領導人，以及共青團的代表，於胡耀邦陵園所在地江西共青開發區舉行座談會，

紀念胡耀邦誕辰 90 周年。座談會由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省長黃智權主持，江

西省委書記孟建柱以及共青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李曉剛等人，都在座談會上親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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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講話。  
此次中共中央決定紀念胡耀邦冥誕，引起外界諸多關切。中共紀念重要領導

人的冥誕多為百歲週年為理由，此次紀念胡耀邦冥誕的時間卻不按常例進行。此

次紀念胡耀邦卻以 90 歲冥誕為名，舉辦相關活動。顯見有其特殊目的。首先，

由於胡耀邦逝世引起「六四事件」，中共高層目前無意平反「六四事件」，也無意

平反趙紫陽，對於紀念胡耀邦表現得十分謹慎。這顯示中共雖然肯定胡耀邦的貢

獻，但無意平反「六四事件」。同時，中共也刻意防止紀念胡耀邦的活動導致群

眾抗議事件，或是造成中共有意平反「六四事件」的印象。這使得中共對於紀念

胡耀邦的活動十分謹慎，並導致紀念的規模與方式不斷出現調整。  
11 月 12 日外電報導，現任政治局常委中，黃菊、李長春、羅幹三人對於是

此事是否導致平反「六四事件」，提出疑慮。溫家寶也提出紀念活動是否導致重

新定位趙紫陽的歷史角色，提出疑慮。胡錦濤區隔胡耀邦與趙紫揚（與「六四事

件」）的不同，堅持舉辦紀念胡耀邦的活動。  
由於高層內部對於紀念胡耀邦的政治後果仍有疑慮，因而大幅縮小早前擬定

好的紀念規模。舉例來說，2005 年 11 月 20 日是胡耀邦 90 歲的冥誕，紀念活動

原本預計應在 20 日舉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將參加並致詞。最後，胡錦濤卻刻

意將舉辦座談會的時間提前，以便以他前往韓國參加 APEC 會議為藉口，迴避親

自出席紀念座談會。活動一再降低規格，參加人數由 2 千人縮小到 350 人。根據

香港明報的報導，紀念活動儀式將不是一場「紀念大會」，只是召開一場「研討

會」。報導指出，胡耀邦家屬提供了二百名賓客的名單，其中包括多名胡耀邦的

自由派友人，但有些人遭到中共有關單位剔除。中共同時暫時禁止「胡耀邦傳」

第二集的出版。胡錦濤這樣做，是因為一方面他要利用胡耀邦，但另一方面他又

不想因此而產生任何副作用。  
11 月 18 日中國時報報導，已故海軍副司令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周仁杰

的女兒周立應邀參加座談會。周立說：「會議沒有開始之前氣氛很活躍，給我的

感覺是，多年不見的一些老朋友互相之間都特別親熱，但是（會議）非常嚴格地

控制了人數和媒體，我幾乎看不到媒體，只有非常少量的攝影記者，可能是做一

些鏡頭和畫面，跟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任何交流。可能是有非常嚴格的規定。經過

人民大會堂要過像飛機那種安檢，所有的東西都要取出來。」由此可知，中共對

於這場座談會的布置與防範，極為縝密。  
第二個値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決策模式與彼此之間的合縱連

橫關係。雖然中共高層對於紀念胡耀邦一事出現分歧，但不宜解釋為派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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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可能只是政策歧見而已。這是因為一向與胡錦濤同舟共濟、互相支持的溫家

寶也對紀念胡耀邦一事提出質疑，曾慶紅反而全力支持胡錦濤，可見所謂胡溫與

上海幫之爭不是造成高層分歧的重點。同時，胡錦濤雖然已經接下總書記、國家

主席、軍委主席等三項要職，權力基礎已大幅提升，但當他面對眾多同僚領導人

的質疑時，也必須慎重考慮他們的疑問，並做出適度讓步與調整。由此可見，中

共高層集體領導的運作模式目前仍相當穩定，總書記無法忽視眾多同僚的共同意

見。  
此外，從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中可以看出曾慶紅與胡錦濤的緊密合作關係。根

據外電報導，曾慶紅大力支持胡錦濤的作法。中共中央文件特別提出，「根據胡

錦濤、曾慶紅的指示，中央決定在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之際，進行紀念活動」。

據了解，曾慶紅、劉延東、王綱三人事前代表中共中央與胡耀邦家人協商紀念活

動。此外，出席紀念座談會的三位政治局常委中，吳官正、溫家寶兩人與胡耀邦

的關係非常密切。當年胡耀邦逝世之後，即由吳溫兩人將胡耀邦的骨灰送回江西

省共青城安葬，而墓地又是當年擔任江西省省長的吳官正挑選。曾慶紅與胡耀邦

則無任何特殊關係。由於胡耀邦在中國內部具有正面形象，胡錦濤願意讓曾慶紅

代表中共中央發表悼胡演講，代表胡錦濤與曾慶紅的合作關係相當緊密。  
第三個値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錦濤有意藉由紀念胡耀邦，鞏固團派力量，顯示

其繼續追求改革的自由派特質。據消息指出，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主動提出紀念胡

耀邦的要求。之後，喬石、李瑞環、劉華清、龔育之、李君如、鄭必堅等人寫信

給胡錦濤，要求紀念胡耀邦，與胡錦濤的本意一拍即合。共青團身為中國共產黨

的後備軍，本來就是優秀年輕幹部的重要來源，因此勢力龐大，關係網絡極為廣

泛。在共青團系統中，胡耀邦、胡啟立、胡錦濤素有團系三胡之稱。其中胡耀邦

掌握團系數十年，胡啟立則為胡耀邦提攜之團系重要成員。在胡耀邦死後，胡啟

立已經是團系的大老。胡錦濤曾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與團系出身的幹部關係密

切。胡錦濤的「尊胡（胡耀邦、胡啟立）」舉動可以拉攏共青團老一輩的成員，

藉以進一歩凝聚團系力量。  
除了胡耀邦與胡錦濤系出團系，對胡錦濤有提攜之恩外，似乎有著更深層的

政治意涵。首先，胡耀邦在中國眾多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心裡，一直保持著開明

派的聲譽。胡錦濤決定舉行紀念活動，可以爭取胡耀邦追隨者的支持，更能改善

過去一年來因打壓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等事件而受損的形象。這也能讓海外與美

國覺得他是屬於開明派，維持對他的良好印象，甚至期待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其次，藉以樹立保持黨員先進性的樣版。眾所皆知，當今的貪腐是中共執政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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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危機，胡錦濤也是因此才以「保先」這項道德性的教育來防腐。胡耀邦的操守

以及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形象，都極為適合擔任樣版的人物。  
從這次中共對於胡耀邦的紀念活動，可以歸結於下列重點。第一、中共高層

雖然肯定胡耀邦的貢獻，但絕非平反「六四」與趙紫陽的前聲。第二、由於紀念

胡耀邦的事件過於敏感，因此中共高層對於該事件曾引起爭執，但爭執的程度亦

不高，絕非路線鬥爭。第三、也是由於該事件的敏感，因此中共是以冷處理來避

免後續效應的擴大，包括避免讓胡錦濤出席，以及縮小紀念會的規模，慎選出席

人員，控制媒體與宣傳系統。第四，從胡錦濤指定由與胡耀邦無甚多關係的曾慶

紅發表演講來看，胡錦濤將紀念胡耀邦所可能增加的政治資本部分讓與曾慶紅接

收，足見胡錦濤與曾慶紅的關係日漸加溫，足見兩人合作關係的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