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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社会环境 

 

  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但决定于每一位社会成员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和勇气，而且受制于社会生

活的大环境。60年思想解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思想解放，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解

放思想的社会环境。 

 

  （一）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民主法制环境。 

 

  邓小平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这是对我国历

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一个深刻总结。像“文革”中那样设置禁区、堵塞言路、滥

施淫威、以言定罪，只能窒息人们的思想。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而不能采取压制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推进

思想解放，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以职务高低论是非，职务可以给人以权力，但

是不能保证给人以智慧，无论何人，职务高低也好，权力大小也好，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都是平等

的，不能以权势压人。在文化科学问题上，必须坚持“双百”方针，不能把阶级斗争当作标签到处张

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必须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鼓励人们为追求真理而大胆探索，即使犯了错误也只能帮助教育，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而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以法治保障民主。保障人们不断地思想解放。国内外的长期历史

经验证明，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就不可能有思想上的科学化。 

 

  （二）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体制机制环境。 

 

  思想是否解放，不但同政治环境有关，而且同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体制有关。传统社会主义体

制最大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

中几个人、特别是集中于第一把手。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一些人的权力不受限

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个人依附现象。这哪里还会有什么思想解放？！因此，解

放思想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管理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等

各方面体制，也包括对于干部的选举、任免、聘用、考核、监督、弹劾等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邓小

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

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上，第33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改革需要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

又依赖于体制改革，二者是统一互动的关系。 

 



 

  （三）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思想文化环境。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

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

够完成。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是“两个凡是”——凡是皇帝讲的话都是真理，凡是圣人写

的书都是真理，叫唯上、唯书、不唯实。一个时期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做法，使我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我们批判了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的错误做法，开创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可见，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是同批判唯上、唯书、不唯实

的错误思想路线分不开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清除“两个凡是”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们要坚持以尊

重实践、尊重群众的“两个尊重”，不断地去克服唯上、唯书的“两个凡是”，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获

得新的解放，使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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