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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从政治民主起步

专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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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从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的会议起步 

  “历史转折发生在那个时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或迟或早总要发生。”作为那场大转

折的亲历者和研究者，19 78年底，朱佳木在京西宾馆住了45天，“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

快。”因为，“会议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几乎天天

都有好消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的变化，无不可以追溯至1978年12月那短短5天的会议。而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此前为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朱佳

木作为秘书，随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经历了两个会议的全过

程。 

  实现转折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议题中仍然没有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路线的内容。甚至会议中间还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交锋，使得会议时间一延再延。如果没有

会议中途议题的变化，没有与会代表对“两个凡是”和压制民主做法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历

史转折的出现或许还要拖后一些时候。 

  现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称，具有前述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

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邓小平当时这样评价中央工作会议：“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

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陈云在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发表即席讲话，也说这两个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

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党史、国史上少见的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在此之前的11月10日至12月15日，开的是

中央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地点都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是212人，都是

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不是中央委员。参加

三中全会的代表是281人，绝大多数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有几位准备补为中央委员

的同志列席。 

  两个会加起来是41天，但由于提前报到，以及在两个会议间歇时修改会议文件，胡乔木实

际在会上住了45天，朱佳木始终跟他在一起。 

  《瞭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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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佳木：在全会之前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准备，这是我们党经常的做法。不过，这一

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有些特别。在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

成后来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的

结果。 

  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正式议题，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只是决定在进入正式议题

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

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

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正是这一结果，使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只是为了通过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

定和1979年至1980 年国民经济计划；另外，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

际上，也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议。 

  《瞭望》：您对会议有什么整体感受？ 

  朱佳木：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特点，我可以用三个印象来概括：一是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

持人意愿的改变；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

不尽，简报有闻必录、及时详尽。在那40多天里，我天天都看简报，因此，天天都可以看到代

表，尤其是许多老同志的精彩发言，越看兴趣越大，时间虽长，却感到过得很快。 

  就我所知，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

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瞭望》：议题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呢？ 

  朱佳木：进入小组讨论的第二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作了可以说是这个会上所有发言中最

为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列举了六大问

题，如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彭德怀骨灰安

放、关于康生的严重错误等。这些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是

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发言捅破了窗户纸，被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

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陈云后来对我说过，由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过他的发言不给登简报的情况，

所以他在讲完后，还特别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一字不落地把他的发言登在简报上。那时，经

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党内情况与1977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像过去那样不给代表发言登简

报，已经做不到了。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朱佳木认为，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坚持党性原则，顺应党心民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

前中央工作会议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前，老一代革命家之间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

意见。就在会议召开之前，陈云还到过叶帅家中谈话。邓小平在会议开始时正在国外访问，回

国后，也找与会的高级干部们谈话。正是在他们的运筹帷幄下，会议才会开出那样的结果。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这个讲话，所以人们后

来称它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在这个讲话中对工作会议给予很高评价，说：“这次

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

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

各族人民中去。” 

  这一讲话还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

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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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

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

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瞭望》：中央工作会议气氛热烈、活泼有什么原因？ 

  朱佳木：直接原因是陈云同志那个发言开了头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粉碎“四人

帮”后，大家憋了十几年的话，总要有个地方说。所以陈云同志一带头，大家的话就像开了闸

的洪水一样，倾泄而出，在会上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大的背景则是，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

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叶帅的观点老同志们也比较清楚，所以大家觉得有“ 靠

山”，敢于敞开来说。另外，经过会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党内造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氛

围，使官话、套话和压制民主的做法都不大行得通了。 

  《瞭望》：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是也与此前的平反工作有关？ 

  朱佳木：确实如此。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事

情就被提了出来。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使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

导岗位。这也是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变化的

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变化，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后，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大事是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

的，但却被一拖再拖，不予解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陈云与王震等人相约，到会

上提出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删去发言中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内容，遭到

他的拒绝。他的发言虽然最终未能上简报，但这件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形成了压力，

为加快邓小平复出发挥了作用。胡耀邦曾在1980年说过：“虽然陈云、王震同志那个提议没有

成功，但是它发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 

  平反中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大约在1978年夏天，我在街上碰见安子文的儿子，他

拿着一封为他父亲申诉的信，说中央信访局不收。我让他给了我一份，然后交给了叶帅的侄子

叶选基。他把信给了叶帅，叶帅转给了华国锋，华批给胡耀邦办。后来听说，耀邦同志立即布

置中组部的有关部门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这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较

快地平反这一特大冤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瞭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高层是如何推动民主集中制的？ 

  朱佳木：我只举一件事为例。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同志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

话时，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得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

开讨论。……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

续下去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理论上的讨论，要换个题目，把民主、法制这个问题讲一

讲。” 

  邓小平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把这个意见作为四个问题中的一个，专门讲

了一下，题目就叫“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动民主与法制

建设，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大转折回应群众愿望与呼声 

  中央工作会议内容中途发生变化，使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历

史的转折点，朱佳木认为，这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总的趋势看却是必然的，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后，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愿望、情

绪，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都决定了，这个转折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曾归纳了八条，并说：“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

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八个成果和三个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有新的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也有许

多铺垫。 

  《瞭望》：推动全会前的思想解放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朱佳木：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因为前面有“两个凡

是”方针，“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对这个错误方针最早提

出批评的是邓小平。那时，他在第二次被打倒后还没有恢复工作。他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

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

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后来，他在与汪东兴、李鑫谈话，以及

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更加明确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 

  为了呼应邓小平，也为了批驳“两个凡是”，陈云于1977年9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不是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其他老一代革命家聂荣臻、徐向前等也纷纷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正是在老一代革命家这些意见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

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瞭望》：很多人认为“文革”束缚了独立思考，为何后来思想解放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朱佳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思想禁锢，但中国人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也不会

有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更不会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瞭望》：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此之前是否已开始酝酿？ 

  朱佳木：工作重点转移绝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酝

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 ”之后逐渐取得共识的。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于1978年9月在东北等地到处“点火”，提出把揭批“四

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底”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在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造舆论。 

  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工作重点转移是盼望已久的事，是大得人心、顺乎民意的决

策。许多单位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实际上已经那么做了。例如，我作为胡乔木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