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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传统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作为一个集团，其领导成员之间的地位、作用以及
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未论述。这种理论缺失不能避免个人崇拜。邓小平提出了领导集团要
有核心的重要思想，同时强调反对个人崇拜，从而丰富、发展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
阶级政党领袖理论。更为可敬的是，他率先垂范，为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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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继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领导集团要有核心
的重要思想，强调反对个人崇拜，从而丰富、发展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领
袖理论。更为可敬的是，他率先垂范，为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
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理论的初步探讨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 
      列宁在回击当时流行于德国左派共产党内“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的错误
思想时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袖不是单指
一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团”的思想。但他没有对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各成员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解决。 
这种理论的缺失造成了实践中的迷茫和严重后果。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
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探
索。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都曾经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
政治方面的遗毒不容易肃清。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虽然都遵循列宁的这一思想，强调
党的集体领导，但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领导集团内
各成员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重大问题，出现了过于重视个人、夸大个人作用的思
想，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显然，在党的领导集体内，过分突出某个人的作用而否认其他成员的决策作用不是唯
物主义的观点；而过分强调成员间地位的绝对平等会导致“实际无决策”，也不是辩证法
的观点，这两个极端都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袖理论的重要贡献 
1.坚持列宁关于党的领袖是一个“领导集团”的思想，更加强调党的集体领导。 
邓小平深知，执政党的建设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而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又是关乎
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鉴于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的惨痛教训，他坚信只有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才是关键之关键。为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家的命运、党
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领导集体”。因此“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
要形成一个集体领导”，“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
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
社，1993年版，310-318页） 
2.进一步提出了“党的集体领导要有核心”的思想并论述了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核心，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突破了党
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束缚，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顺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把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魄力，率先吹响了改革开放
的号角，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
论。 
“关键在核心”，“任何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你
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很好的集体，是一个
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
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同上，31
8-319页）事实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在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以及处理国际和国内重大问题上充分显示出一个
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的特征，确实是一个令人民放心的领导集体。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求真务实，沉着应付，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尊重。 
3.多次强调绝对不能夸大个人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作用，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无产阶级领袖对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使得他们必然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但是热爱领袖是一回事，夸大以至神化领袖个人就容易陷入英雄史观，导
致个人崇拜。 
当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开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邓小平的威望特
别是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他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新的崇拜已经发生在
他的身上（主要来自国际上），但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认为，必须正确看待和评价
个人特别是核心人物的历史作用。要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反对个人崇拜。 
1989年9月4日他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后来者：“我历来不主张
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
两个人的威信上，是靠不住的，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要搞退休制。”（同上，第325
页） 
三、邓小平建立退休制度并率先实践的伟大意义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
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前行》，《南方
周末》，2004年9月23日）他明确指出，下次党代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他率先垂范，以中央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彻底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最终建立起
领导干部退休制度，为干部年轻化、使党的领导集体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铺平了道路，从
而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集体的第一次平稳过渡。 
他的这一伟大举动，同时也解决了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无产阶级领袖所面临但都没能很好解
决的领导层顺利过渡和交接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
在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并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主动从最高领导职务上完全退下来，邓
小平是第一个。此后，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同志从最高领导职务上完全退下来，则标
志着制度上的崭新意义，使党内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正式形成了党内惯例，从而走向规范
化、制度化、程序化。 
邓小平同志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这不仅表现在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而且表现
在，他在行动上避免了重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毛泽东等的个人崇拜给党和国
家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的有关思想——关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思想、关于党的集体领导
要有核心的思想、关于绝对不能夸大个人作用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领袖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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