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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陈云的故乡，陈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次到上海，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为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本市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陈云的思想和生平，从中选项50篇论文，内容涉及
陈云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和陈云不同时期在上海的活动这些论文主题鲜明，观点正确，
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必将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进上海率先实现现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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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三句语，为什么还提出
“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呢？
这是由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决定的。
“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讲的是辩证法，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认识事物和
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也可以说，“三句话”和“六个字”是配套的，是不可分割的。
　　“交换”，是要求全面地看问题。
陈云在1978年12月之前多次提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
”他说，我的体会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
1990年1月24日，他又将事先题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赠送给浙江
省委领导同志。
在这里把“全面”二字改为“交换”。
可见，他讲的“交换”，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注意“全面”地看问题。
1962年2月，他曾用茶杯作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他还说，我们打仗、医生治病、研究工作和决定政策，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
”。
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
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
陈云多次讲，我们党在工作中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毛泽东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是这个意思。
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
如果没有人监督我们，长期“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不听反面意见，一边倒，一定要失败。
可见，“交换”的思维方法，就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自己的意见，进而达到较全面地认识
事物。
　　“比较”，是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的基本方法。
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
真理与错误、善与恶、美与丑这些相对立的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那么，怎样才能识别清楚这些不同的东西呢？
怎样才能找出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呢？
陈云认为，基本的方法是“比较”，就是把一个事物同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进行比较。
“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进行过比较的。
这是‘试金石’的方法。
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
”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采用这种方法，把敌我之间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
，作了比较研究，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的正确论断。
陈云还说：“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就
不含混了。
”依据这一科学思路，早在1973年6月，陈云就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有很多新变化，“我们对资本主义
要很好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他希望我们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
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
”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他提出这些可贵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还有，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他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研究，明确提出“三个主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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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
到了1982年，他又进一步论证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像“笼子和鸟的关系一样”。
他认为，搞活经济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没有计划和宏观调控，不能没有
法律法规。
发展市场经济“总得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计划和宏观调控”，就是“法律法规”，世界
上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强化这一点，进而使市场经济沿着科学的轨道向前发展。
陈云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不仅生动、形象、恰当，而且蕴含着深奥的哲
理，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研究而得出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运用“比较”方法。
在当代，我们把建国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研究，就会深刻认识和理解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性。
陈云要求我们党政领导同志，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
在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
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
　　“反复”，是要求决策问题要反复思考。
陈云希望我们领导同志，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
然后再作出决定。
这是说，当我们把各种问题、各种方案作了比较研究以后，也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
。
陈云说，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决定的，而是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
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听不同意见。
“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
”这样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更加正确，这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和建设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晚年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就方法论而言，也正是由于他匆忙决策，听
不进不同意见的结果。
历史证明，任何一级组织，如果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反
之，如果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势必犯错误。
因为，客观事物无论是从广度上看，还是在深度上来看，都是很复杂的。
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人们对它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
。
　　由此可见，陈云的“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有机统一体，体现了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
点和矛盾分析的观点，是达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基本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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