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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如何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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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作为这场讨论最早的发动者，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整个中国好像一架机器，
由于邓小平的绝妙发动，才使全国的活力都迸发出来！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时，十分明确地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
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句高度概括、画龙点
睛的话，是证明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最早发动者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了邓小平不但是这场讨论
的最早发动者，而且是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发动者、推动者和领导者。 

  邓小平将实事求是与实践标准相结合，最早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提出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有些人则提出了更重大更
深层次的问题，如能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何拯救已到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如此等
等。然而，1977年2月3日，“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却被公开提了出来，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
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一来，就极大地束缚了人
民群众的思想和手脚，阻碍了我国社会向前迈进的步伐。 

  事实上，邓小平在尚未恢复职务而没有正式工作之前，当“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刚一露头，就
同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场讨论首先在党内高层小范围内，开始争论起来。接着，在1977年
4月10日，邓小平又提出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实际上是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因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经常讲、讲得最多的道
理，所以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之中，当然包含有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在内。由于这一指导思想通过中共
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级以上干部中间，使这场讨论便在党的中层干部范围内讨论开来。在邓小平
恢复职务的当天，他就着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并且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精髓”这一著名论断。随着这个著名论断在党内传达下去，使这场讨论范围基本上扩大到
了全党。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重要论断，为
批评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供了最为有力的理论武器，从而使这场讨论在全国大范围内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 

  要批倒一种错误思想，只停留在思想理论范围之内，还不能最终解决问题。随着这场争论的深入
发展，实践标准便必然被邓小平提了出来。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中已经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
不开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因此，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思
想体系及其精髓时，总是要讲实践标准的。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明确地
指出：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同年１０月１５日，邓小平与外
宾谈话时，作出了“真理是在实践中为大家接受并运用的”的重要论断，旗帜鲜明地重新将真理标准
高高地树立了起来。这一重要论断，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奠定了最为牢固的基础。在“两个凡
是”公之于众以来，邓小平树立实践这个标准，比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同一标准，至少要
早一个半月。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既首先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最犀利
的理论武器，又带头使用了实践标准这一最拿手的重型武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了“两个凡
是”最致命的一击。其他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都是跟随邓小平而来的。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方
面来说，还是从实践角度来讲，邓小平都是这场讨论的最早发动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修改定稿
的 



 

  或许有人会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时，邓小平事
前并不知晓，而是事后听到有人反对时才看了的。既然这篇文章被认定为“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那又怎么能说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的最早发动者呢？ 

  大家知道，我国爆发五四运动时，列宁事先并不知晓。但是，毛泽东却清楚地告诉人们，五四运
动“是在列宁号召下发生的”。同样的道理，邓小平虽然事先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的发表，但这篇文章的确是在邓小平号召批评“两个凡是”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更确切地
说，是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起草、反复修改后才发表的，因而是对邓小平批评
“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具体阐释和发挥。 

  《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在上任之前，已经听过邓小平关于批评“两个凡是”的精神传
达，并在中共中央党校参加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而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1978年4月10日
晚，当他一看到准备翌日在《哲学》专刊上刊登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大样时，就
能慧眼识玉，立即要求重新修改，准备在头版刊用。紧接着，他就组织人力，对该文重新加工修改。 

  杨西光提出的修改指导思想是：“突出要完整、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更加鲜明针
对两个‘凡是’，既强调实践标准，也要讲理论作用”；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鲜明地批评
教条主义倾向”。并要求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阐述，以便提高该文的质量。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正
是主要以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为指导的。 

  在经过集体修改、快要定稿之前，杨西光又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
是错误的。”不用多加论述，就能完全看出，这句话已经很好地体现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基
本精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后，之所以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使原来
的内部争论爆发为公开的讨论，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该文是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指
导下反复修改而成的，从而将“两个凡是”打得狼狈不堪，迅速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引发了一场更
大范围的、更为深入的大讨论，作用非同小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公开发表，虽然“引发了”这场讨论在全国更大范围内进
行，但并不否定邓小平是这场讨论最早发动者的历史事实。邓小平起码是最早的思想发动者嘛。在他
从思想上发动起来之后，随之又从思想和组织上不断推动和领导了这场讨论，使之更加健康顺利地向
前发展。 

  启示 

  如果说，邓小平当年领导中国走向“新的长征”，遇到的最大思想障碍是“两个凡是”的话，那
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遇到的思想阻力，则是停滞发展和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的各种思
想障碍，如小富即安和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等等。30年前，由于邓小平的亲自发动，正确领导，科学
总结，亲身检验，使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顺利发展，使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
使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率先号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
立即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思想大讨论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9月初，党中
央又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可以预料，我国必将又会出现一次思想大解放的
高潮，从而取得更大的实际成果！ 

  （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兼副社长）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