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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集中全党和全国

人民的智慧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开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拨正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历史性转换。党已经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武装

斗争，争取获得政权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执政党。这个转变，是中国

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胜利。在这个转变即将实现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上语重心长地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谆谆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得起执政的考

验。党要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改进党自身的建设，在执政的条件下继

续开展党的建设这一项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含着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还包含着执政能力建设。这其中，思想建设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早在1930年代开辟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路

线。他的这个主张，直接针对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神圣化，把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的错

误倾向。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干革命，搞建设，想问题，做决策，不

是靠拍脑袋，也不是靠翻书本，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离开事物本身，找不到它的内在规律。到了1940

年代，通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不容易，坚持党的思想

路线也是不容易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尽管这种抛弃并不是那么干脆，那么直接，那么一抛到底，尽管一定阶

段有过一定的恢复，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明白地告诉我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被背弃

了。“文革”结束了，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凡是毛主席决

定的，都不能改变。这就是当时党的思想路线的状况。 

邓小平深感这种状况必须彻底加以改变，必须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4月，他在还

没有复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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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

他阐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指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1978年9月，在检验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他批评照“两个凡是”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

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

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马克思主

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阐明了现阶段党应

当坚持的思想路线，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党的

正确的思想路线。 

  



  

二、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是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键，解放思想要发扬民主，要

防止右，更要反对“左”。 

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定式，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种定式去观察和解释事

物。本来，实事求是就是要求人们根据存在的实际去做分析和决定，要排除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可

是，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已有的经验、知识、理论总要发生规范和制约的作用。特别是

长期以来一元化领导和 “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形成的政治环境，造成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唯上、唯书，而

不是唯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常识，但在“文革”结束后的徘

徊时期，引起那么大的争议，说到底，是关涉到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毛泽东生前所

做出的决策的问题。 

所以，邓小平十分有针对性地强调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必须解放思想。他指出：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

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

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

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

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民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它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

就努力为争取民主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建设的状况却并不好。邓小

平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

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民主是公民权利，是思想观念，也是政治制度。没有制度的保证，就

没有民主的顺利实施。所以，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

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 

被禁锢的思想一旦冲破藩篱，必然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新的思想观念作为精神动力，化为物质力

量，推动现代化建设迅猛前进。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多元的，因此，人们的思想也必然会表现出

多样化的趋势，从政治角度观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左、中、右。但是，究竟什么是左、中、右？事

实上并不容易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因为，人们的认识在随着客观世界自身的变化和对它的认识的

加深而不断发生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存在着一个模式，稍与这个模式不合的，就会被指为右。八九政治风波后一段时间，

反对和平演变似乎成了工作的主题。可是，什么是和平演变？什么状态才是和平演变，怎样才能做到真

正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并没有弄清楚。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深刻做了解答。他指出：“现

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

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防止在思想领域出现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但主要防止左，是出于

对现实和传统的考虑，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需要牢牢把握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们前面必将出现许多过去

没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做出新的回答。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质上就是一个永无止

境的历史过程。过去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和以后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与时

俱进。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执政党坚持

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三个文明建设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以

人为本的发展。这就需要对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做一番审视，历史上非那样做不可的，今天可能

不必或者不能在那么做了，就要果断地加以改变，这就是在新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历史使人们成熟起来，邓小平理论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具体的论断，更重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

人们了解到这一点，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将始终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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