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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关于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对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

2005-4-20  刘明钢  阅读1422次

     1989年5月31日和6月16日,邓小平分别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作了语重心长的“政治交代”,在这两

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全新的独特视角论述了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演变过程,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新

的命题。关于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思想的现实意义,以及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借鉴作用,有的文章已

经作了论述;但关于它的学术价值,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人试图论述邓小平所提出的新观点、新命题,以及这一思想对党史研究的指导

作用。   

    

    一、第一次按“代”划分中央领导集体 

    

    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按“代”划分

中央领导集体的人是邓小平。首先,邓小平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他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经历了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并精心地培育了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他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

〔1〕由于邓小平具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因而他对党史也有独到的理解。其次,邓小平具有敏锐的思想和

善于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力量,在回顾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演变历史时,自然说出了许多深刻的意

见,作出了许多精辟的概括。再次,邓小平有着巨大的权威,一言九鼎。正因为如此,由邓小平首次提出的

按“代”划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观点,立即受到学术界普遍地认同与重视。作者上网查阅,在1993年《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之前,在党史研究中,没有人使用几“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概念,更没有人涉足

这一课题;而今天,三代领导集体这一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对三代领导集体的研究已经成为党史研究的一

个重要课题。   

    

    二、提出了划分“代”的标准 

    

    邓小平指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2〕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然而,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历届中央都没有完全摆脱

教条主义的束缚,没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真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

系。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唯上”、“唯书”、“不唯实”,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

绝境。因此,遵义会议之前的几届中央领导班子都不能称之为“代”;同样,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华国锋

虽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也缺乏理论创新的魄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

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实际上将是

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因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衡量一个中央领导集体能否成

为一“代”的标准。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

导集体之所以被称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此,党的代表大会作了科学的概括。党的十五大指出: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

践证明了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把它称为毛泽东



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把它称为

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   

    

    三、论述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

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

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他谈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

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

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5〕 

    

    邓小平上述论述有两个新观点,新见解:其一,论述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在以往的党史研

究中,人们往往把着眼点集中在领袖个人上,比如,研究毛泽东或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而邓

小平则是把视角从领袖人物转移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二,突显了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

位。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肯定了遵义会议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两个伟大的转折。邓小

平则进一步将两次会议作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更加突出了两个会议的重大意义。除此以外,

邓小于的表述也十分准确,他指出,遵义会议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

的核心,因此,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已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

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组织的保障,这样就更突显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伟大意义。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受到党史界的高度重视,关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也成为党史研究的重

要课题。   

    

    四、评价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功过是非 

    

    邓小平评价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功过是非,也论及到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他说:“对

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

干出了实绩。”〔6〕以往的党史研究,往往聚焦在毛泽东、邓小平领袖个人,论述他们的丰功伟绩,而邓

小平却从“中央领导集体”新的视角进行阐述,开辟了党史研究一个新的领域。邓小平这一观点受到党

史界普遍的关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面世,对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评价,有宏观之研究,也有某一方

面之研究,更有进行比较之研究,其中党的十四大报告最具权威性。报告专门论述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

伟大功绩,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

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

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

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

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

国充分体现出来。”〔7〕 

    

    五、强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他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



样一个领导集体。”〔8〕同时,他也强调中央领导集体里必须要有个核心,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

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

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

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9〕党的领导核心,关系于党的政治

路线,因此十分重要。我们党的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有毛泽东、邓小平分别处于核心地位,尽管遭

遇种种艰险,都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如果中央领导集体中没有核心,或者

核心不强,领导集体也就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特别是在重大斗争和突发事变面前,就难以指挥若定,坚强

有力。所以,邓小平强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新课题,虽然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研究者频繁地加以引用,但并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刘明钢,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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