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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兴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兴。
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
，“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依然是严重障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
徊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
泽东思想。
这就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逐渐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
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一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针对当时一些同志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篇文
章给予了充分肯定，一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党心民心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对党和
国家的事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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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
话中国之路——献给改革开放30年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改革开放30年解放思
想的伟大历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一场关系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望
与前瞻在新的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科学发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努力开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新局面“民生四度”考问政绩一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培育创新文化促进自主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社会
科学院科学发展观深圳研究基地五年来宏观调控的历程和经验理论武装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科
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湖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深刻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凝聚在伟大旗帜下——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鲜明特征和生长点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统一附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解放的历程>>

章节摘录

　　中国之路——献给改革开放30年张胜友　　深圳莲花山顶，七峰如莲，松柏苍翠，绿荫匝地。
邓小平塑像高高耸立于此：他老人家身披风衣，目光炯炯，上身前倾，脚步匆匆⋯⋯似乎又一次巡视
在珠江三角洲这片热土上。
　　回首1979年和1986年，邓小平曾两度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榜，标题赫然写着
：“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里查德？
霍尔尼克充满敬意地说：邓小平“给世界带来了震撼”，“他所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领导
人能够望其项背”。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复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始于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
探索，成功于邓小平高蹈宏阔的改革开放谋略与阔步前行的胆识，承传光大于后继者江泽民、胡锦涛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开拓与奋进。
中国人民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豪迈与自信的身姿走入新世纪！
　　人们记忆犹新——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下，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
区后兴致勃勃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
”接着又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极严肃地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
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1984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
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从而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带——掀起了继创办经济特区之后对外开
放的第一个高潮。
1985年1月，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漳（州）、泉（州）、厦（门）三角地区为内外交流
、城乡渗透的开放式沿海经济开发区——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高潮。
1988年春，中央确立海南建省办大特区；其后，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以上海为龙头激活长江流域一
江春水，拉动中部腾飞；开发大西北地区；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参与东北亚经济圈；发展与欧盟等
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掀起了对外开放的第三个高潮。
至此，由东向西，由南往北，以点及面，从沿海到沿边到内陆，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扇面形
辐射的全面开放大格局。
　　回望30年前，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怎么样
的党再到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应该说，我们实实在在摸到了三块坚固的理论基石。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开辟的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
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由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后，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延揽八方的胸襟，开始面向世界
拥抱世界！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到实践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被国人普遍称誉为第一次思想解
放运动；那么，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视察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从理论上透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则理所当然地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新高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江泽民同志向全党宣示：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为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一个复兴的经济大国的不屈信念，豪迈地汇人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主
潮；“百年奥运，中华圆梦”——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卷入一个狂欢之夜⋯⋯　　2007年10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迅捷传播：“改革开
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
出路。
”胡锦涛总书记满怀激情地昭告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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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历史如此巧合。
　　我们既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挫折的前29年；又经历了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为标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下求索，改革开放大获成功的后29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新高度，将满怀豪情地向第三个29年进发。
　　倘若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为分界，改革开放新时期正好又是前后两个15年。
当我们从十七大出发前往抵达第三个15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的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将全面走向定型化。
　　如果再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加以观察，党的十七大又处于第一个10年的后半程与开启第二
个10年的连接点上。
无疑，十七大所处的这三个重要的时空联线，给予我们无穷的遐思与启迪⋯⋯　　显然，一个思想大
解放、改革大推进、社会大发展的新浪潮即将席卷而来。
外电纷纷评述说：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路、发展轨迹上的又一次“漂亮转身”！
　　人们记忆犹新——1997年7月1日，当香港金碧辉煌的会展中心降下英联合王国国旗和香港旗，随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国运昌隆，好事成双——1999年12月20
日，在澳门新落成的文化中心花园馆，同样一幕的降旗升旗仪式重现⋯⋯被英帝国主义管治了156年的
香港和饱经442年沧桑漂泊的游子澳门，就这样前脚踩后脚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面对国耻的最后洗雪——此情此景，普天下中华炎黄子孙无不更加缅怀那位老人、那位天才地创
立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有一个心愿在香港回归之日到香港土地上走一走、看上一眼的老人
；更加追思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富强兴邦而不惜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
　　毋庸置疑，当年邓小平果断决策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率先开放广东、福建沿
海地区时，对于香港、澳门、台湾前途命运的考量，不能不说是极其重要的题中之义。
　　这是一个大中华经济圈崛起的战略新思维！
　　当今中国，裹挟着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飓风，正以社会转型规模最大最迅捷最平
稳以及增幅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高增长，越来越走人世界的眼睛里——　　英国《金融时报》称
：“十年来，中国经济闯过并排除了一轮又一轮国内、地区和全球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互
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和本土发生的非典事件。
没有一次危机能让中国经济陷入窘境。
”并赞誉为：“世界经济中的稀有动物⋯⋯其影响力更像一个大国的感觉。
”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专题《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开宗明义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
的世纪并不夸张。
”美国财长鲍尔森则称：“中国已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
”　　显然，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声音因蒸蒸日上的经济越来越响亮——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航母的另
一个“引擎”⋯⋯　　2007年，中国的GDP大约为3.3万亿美元，飙升至全球第三位；外汇储备达1.53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两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国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过去10年，前来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从3.6万人激增至11万人。
中国已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设立了210所孔子学院，以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中国的钢铁生产量连年飙升已超出5亿吨，很快将达到全世界钢铁总产量12亿吨的一半。
　　与此同时，2007年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中，28.9％的条目都与中国事务有关。
外国人纷纷惊呼：“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大跃进！
”　　中国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与奋斗目标是异常清晰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到本世纪中叶
基本实现现代化。
为此，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或日：“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历经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东部已迅速崛起三大城市群落：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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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唐城市群——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大的引擎。
　　完全可以预言：中国东部沿海线上很快还会有旅顺大连、山东半岛和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三个新
的城市群崛起；中国中部和西部估计还会形成9个城市群——如此一来，在21世纪的上半叶，将会有15
个城市群犹如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于神州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毋庸置疑，这正是13亿中国人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梦”——“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
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伟业！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将会撼动世界的。
　　显然，世界已在倾听巨人的步伐⋯⋯　　回望千年，回望百年——　　滔滔黄河可以作证⋯⋯　
　滔滔长江可以作证⋯⋯　　滔滔珠江可以作证⋯⋯　　历史如此厚爱。
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中觉醒，中国人民在改　　革开放中奋进，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
⋯⋯终于走出　　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之路！
　　（《人民日-报））2008年3月3日第16版）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李君如　　党的十七大强调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这是我党积改革开放30年之丰富经验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
要继续解放思想。
　　上篇：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1.十六大以前，我党面临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这一时期我党的思想解放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十六大以前，我党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四个重大历
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去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
考验；四是面对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
之所以称之为“考验”，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另
一方面，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
也就是说，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择。
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
因此，十六大前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
、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
这个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全党工作重点的战
略转移。
　　从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时间，我党经历了一个
“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
其具体表现就是：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包括要开始“四个现代化”的
新长征，“纲”就是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但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与此相联系，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并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为“天安门广
场”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平反的声音，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就影响了拨乱反正，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加上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全党进行
整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党内健康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多年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特别
是“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了挑战。
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
通过这场大讨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
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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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而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
　　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能
够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改革从体制的角度看，是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一场新的革命，要敢于大胆地闯
、大胆地试；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偏
离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论的认识论角度看，又是一场伟大的试验，领导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在实施这个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
有些人从农村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
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是右的干扰。
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是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
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
一手比较软”的失误。
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思想战线方面遇到的问题集中地暴露
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
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乃至于整个中
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个重要讲话回答了六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强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
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
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
济”；四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出了“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五是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
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六是强调必须坚信世界
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
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这个重要谈话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在这个重要谈话的指导下，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
当时，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尽管有了南方谈话，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上认识还是很不统一。
有的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
制；也有人主张干脆捅破这张纸，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江泽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于1992年4月30日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
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同年6月9日，他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态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交谈时，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的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
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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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一是抓
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我们都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
象的。
因此，我们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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