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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盛世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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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汲取历史上
“三大盛世”的教训，对今天我们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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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最为后人称道的盛世有三次，即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
安居乐业。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盛世的开端。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
“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汲取历史上“三大盛世”的教训，对今天我们持续推进改革
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三大盛世”的共同点 
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虽然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
体上看有许多共同点。 
1.“三大盛世”都承乱勃兴，速臻大治。大乱之后盛世兴。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
训，经过几代人的拨乱反正，最终实现新的大治。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
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大唐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
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
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
大治。 
2.“三大盛世”都励精图治，政局稳定。建立盛世，首先要致力于达成全国的统一与稳定。
缔造盛世的明君，除了勤政这一基本条件之外，都很注重广开言路和虚心纳谏，知人善任
和用人不疑。汉文帝为了鼓励臣下进谏，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法。“贞观之
治”之所以彪炳青史，与唐太宗主动求谏、纳谏有极大关系。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
国政，全面了解大臣的才学、品德，甚至其性情、生活。这些措施，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
求治的风范，促进了上下同心大好局面的形成。 
3.“三大盛世”都经济发展，国富民强。经济繁荣、民富国强是支撑盛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
础。西汉盛世，改变了汉初经济凋敝的窘况，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
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富裕气象。大唐盛世，更是留下
许多国泰民安、官私富裕的佳话。“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康雍乾盛世”时期，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财政收入
之高，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1／3，经济总量占
世界的比重最多时达51％，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4.“三大盛世”都文化昌盛，社会久安。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
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朝的吐故纳新，造就
了贯古绝今的唐诗，在科学、艺术也都有着卓越的创造。贞观年间，都城长安成为了世界
的文化中心。康雍乾盛世，文教大兴。《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的编纂，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地位。“三大盛
世”持续时间都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
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
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三大盛
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较为繁荣的局面。 
5.“三大盛世”都人心思上，胸襟开阔。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所以百
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
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舞
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是对康雍乾盛世的写照，体现出当时百姓丰衣足食、
心平气和。百姓心中没有多少怨气，犯罪的概率很少。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
二十九人。盛世的繁荣也折射出人们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张骞出生入死十几年，开辟丝
绸之路；孙思邈“白首之年，未尝释卷”，70岁写成医典《千金要方》。盛世对待外域文
化，开放包容，兼容并收。丝绸之路的开辟，把中华对外开放交流的范围扩大到域外。唐
贞观年间，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
逢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风范。 
二、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新盛世的开端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改革开放，影响和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1.政治局势空前稳定。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荒频仍、
人心惶惶。建国后头20多年，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遭到破坏，
人权遭到践踏。而改革开放30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民主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扩大基层民主、政务公开方面有了长
足进步。当前政治环境十分宽松，人们享受相当广泛的自由，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
和谐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2.经济快速健康发展。1978年全国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
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跃居总量世界第四。
经济总量从占世界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
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排世
界第二位。近10年来，我国不仅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而
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重新崛起提供了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3.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343.4元增长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农村贫困人口
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
化中期阶段。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
不断改善，不仅使群众得到了实惠，而且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和信心指数。  
4.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闭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
于国门之外，对内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
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
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适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唯一的天下
大治时期。改革开放30年使社会主义中国具备了盛世的基本特征，使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盛
世的开端，使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证明：没有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和顺利进行，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
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盛世给我们的启示 
盛世应该是各阶层人民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状态，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三大
盛世”虽然都先后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但堪称典范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都不过四五
十年。今天的改革开放与历史上的盛世有着质的不同。而且，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有党的正
确领导，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古代盛世所无法比拟的。但古今中外兴亡之理、治乱之道相
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先生就撰文《甲申三百年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激
发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基于《甲申三百年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提出了
著名的“两个务必”。今天，只要我们深刻汲取历史上盛世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
发展规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一定会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一定会
使改革开放新盛世持久延续下去。 
1.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三大盛世”之所以昙花一现，根本原因
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造功能。我们党始终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为党
卓有成效地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证。今后，要实现改革开放
的持续、健康、稳步推进，必须继续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领
导核心作用。 



2.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
的结局，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
局，随之而来的是乱世、衰世以至变世。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所喻
“盛世是两大山谷之间的高峰”。出现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当时的统治者丧失了忧患意识，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而酿成了恶果。今天，我们应清醒
地看到，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许多
领域的改革正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要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承认忧患、直面忧患，在忧患中奋起，在忧患中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在
忧患意识的引领下应对挑战，一定要也一定会走出历史“怪圈”。 
3.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三大盛世”的形成都有伟大人物出现，
往往需要一代或几代明君不间断的努力。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
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
少的因素。但在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缺乏有效的社
会制度作保证，难免出现“一人兴邦、一人丧邦”，“人在政存、人亡政息”的现象。新
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就开始探索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1945年，毛泽东同
志与黄炎培先生谈话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
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今
天，我们更要特别重视民主法制的作用，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
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通过体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
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
扩大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障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 
4.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三大盛世”在由盛转衰之际，大小官员纷
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贪
官污吏横行，吏治与社会风气败坏，成为“官逼民反”的导火索，把民众推向政权的对立
面。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保
证。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坚
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建立教育、制度、
监督三道反腐防线，让官员“不愿”、“不能”、“不敢”腐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
的发生，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5.盛世的持久延续，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三大盛世”处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
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凡是国家稳定繁
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
大地主、大官僚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利益、资源等占有差距
较大的“畸形”的社会结构，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合理最稳固的结
构模式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
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因此，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进一步优化城
乡居民的分配结构，进一步完善帮困济贫的政策和机制，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持久稳定和谐 。 
(本文作者：中共山东省济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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