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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作

— 学习《邓小 平文选 》第三卷体会

杨家柞

提要 如何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 ? 本文结合 《邓小 平文选 》第 三卷 的学习
,

试从 三个方面作些初步探索
:

( )l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严重低潮的时候
,

举起的一 面指引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旗帜
; (2 )它回答了中国这

样的国家如何建设
、

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 的一系列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问题
,

指明了当代社会主义如何前进的道路 ; (3 ) 它恢复和重新确立 了解放思想
、

实奉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 的活的灵魂
,

使马克思主义焕发 出蓬勃生机
。

从而使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创造性地继承
、

丰富和发展 了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成为具有世界意义 的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出版
,

是我国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是我们党在思想

理论建设上完成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大

工程
。

这部文选的时间跨度为十年
。

这十年

正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改革开

放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十

年
,

是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不断探索
、

总结
、

积累经验并取得巨大成就

的十年
,

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日益形成
、

完善和发 展的十年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

就是这十年历史的

生动记录和最新理论成果
。

它与十年前出

版 的 《邓 小平 文选 》第二 卷 ( 1 9 7 5一 1 9 8 2

年 )一起
,

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提出
、

形成和发展过程
。

因此
,

这部

文选的出版
,

为落实党的十四 大提出的用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

全党的战略任务
,

提供了最好的教材
。

它对

于进一步统
一 “ 全党思想

,

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念
,

团结一心
.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

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

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

党的十四大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性



论断
, “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总设计师
” ,

他 创立的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是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

是当

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

怎样理解这一重要

结论呢 ? 本文就此结合《邓小平文选 》第三

卷的学习
,

谈些个人的认识
。

江泽 民同志说
: “
毛泽东 同志 曾经指

出
: `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 。

中国共产党成立

之初
,

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 自

己的旗帜上
。

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
,

又

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

旗帜上
.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

经过十二

大
、

十三大到十四大
,

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
。

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

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

是我们党

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
,

是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
,

是我

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

在当

代中国
,

有 了这 面旗 帜
,

有 了这个精 神支

柱
,

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

坚强的战斗力
,

一个有十一亿人 口的大国

才会有更强大的凝聚力
。 ”

①江泽民同志的

这段论述
,

高度概括了我们党 70 多年来在

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进程中所

以能够不断排除险阻
、

走向胜利的真谛
。

世 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 实表

明
,

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
,

其成熟的一

个重要标志
,

是理论思维的成熟
,

即在实践

中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
,

作为指引 自

己前进的旗帜
。

《共产党宣言 》的发表
,

使社

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

标志着成熟的

2

无产阶级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

诞生
.

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
,

世界无产阶级

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
,

把

社会主义由科 学的理论转化为蓬勃 发展

的
、

反抗资本统治的工人运动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俄国无产阶级 在其政党领导

下
,

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俄

国的实际相结合
,

产生了列宁主义
,

标志着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熟
。

在列宁主义旗

帜指引下
,

俄国无产阶级把科学社会主义

由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转化为一种现实的

社会主义制度
,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无元
。

列宁这面旗帜
,

尽管现在有人诅咒它
,

要砍

倒它
,

但已载入人类历史史册
、

根植人民心

底的这座历史丰碑
,

是任何力量也砍不倒

的
。

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
,

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传到了中国
。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 民主革命的过程中
,

把马克 思列宁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

产生了毛泽

东思想
。

在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的指

引下
,

使一个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旧中国
,

变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
,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

这是中国历

史的伟大转折
。

事物发展总是 曲折前进的
。

当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时
,

却

遭到了严重挫折
。

重要原因之一
,

是西方帝

国主义发动一场
“
没有硝烟的战争

” ,

妄图

把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消灭干净
。

邓小平同

志说
: “

一个冷战结束了
,

另外两个冷战又

已经开始
。

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
、

第三世界

的
,

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

西方国家正

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

所

谓没有硝烟
,

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

变… …西方国家对 中国也是一样
,

他们不

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
②在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
,

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
,

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
,

高举马列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

坚持社 会

主义不动摇
,

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

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

探索 出了一条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创立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它用新的实践

经验
、

思想
、

观点
,

继承
、

丰富和发展马列主

义
、

毛泽东思想
,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成为当

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这是指引我们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的又一面伟 大旗

帜
。

这面旗帜的伟大意义
,

不仅在于它使

我们党和国家从
“
文化大革命

”
造成的深重

灾难中走了出来
,

稳步踏上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
,

取得了辉煌成就
,

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

在

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

使中

国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 巨龙
:

而且中国社

会主义的蓬勃生机
,

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

义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

只要中国这面旗

帜不倒
, “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

住
。

洲只要中国不垮
,

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

的人 口在坚持社会主义
。

我们对社会主义

的前途充满信心
。 ”
③

“

我坚信
,

世界上赞成

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

因为马克思

主义是科学
。 ’

心

贯穿《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鲜明主

题
,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

坚持社会主义
,

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但是
,

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
,

坚持社会主义
,

首先要弄清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尤其是在

变化了的条件下
,

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问题
。

邓小平同志说
: “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

中国十分重要
,

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

分重要
。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

纪内
,

处于被侵略
、

受屈辱的状态
,

是中国

人 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

并且坚持走从新

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

才使中国的

革命取得了胜利… …建国以后
,

我们从旧

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

工业几乎

等于零
,

粮食也不够吃
,

通货恶性膨胀
,

经

济十分混乱
。

我们解决吃饭 问题
,

就业问

题
,

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
,

国民经济很

快得到了恢复
,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了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
。

靠的是什么 ? 靠的是马克

思主义
,

是社会主义
。 ”
所以

.
“

必须搞社会

主义
。 ” ⑤但是

, “

什么叫社会主义
,

什么叫

马克思主义 ? 我们过去对这个间题的认识

不是完全清醒的
。 ”
⑥

“
多年来

,

存在一个对

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 义的理解问题… … 马

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变化
,

在变化的条件下
,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
,

没有搞清楚
。 ”
⑦

“

我们的经验教

训有许多条
,

最重要的一条
,

就是要搞清楚

这个问题
。 ”
⑧ 回顾建国以来 的历史

,

我 们

可以深切地感到
.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以

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
,

归根到底在于对

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
改革开放以来

,

在前

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

也在 于对这 个

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

《邓小平文选 》第三

卷
,

紧紧抓住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
,

总结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
,

排除了在

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模糊认识 和错误观

念
,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

阐明了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并逐步形成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邓小平同志在这本文选中反复强调
:



“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

的情况
,

认识
、

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

义
。

…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
,

特别是现代科

学技术发展很快
。

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

古老社会几十年
、

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

不以新的思想
、

观点去继承
、

发展马克思主

义
,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吻
“

离开 自

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谈马克思主义
,

没有意

义
。 ”
L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们探索了

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
。

归根结底就是发展

生产力
,

逐步发展中国经济
。 ”
@

“
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 力
。 ”
L

“

我们

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

共产

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
,

按需分

配
,

这就要求生产力高度发展
,

社会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
.

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
,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归根到底

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

快一些
、

更高一些
,

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

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

如果

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
,

那就是对发展生

产力有某种忽视
。 ”

L
“

我们多次重申
,

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但是
,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

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

@
“

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
,

准确的说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

社会主义
,

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马克思

主义
。 ”
L

从这些论述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邓小平

同志是在总结 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
,

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
,

从我们党的立党

宗旨和建国 目标出发
,

阐明我们应如何认

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

他一再指出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发展太慢

也不是社会主义
;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 僵化封闭不能

发展社会主义
,

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

主义 ; 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
,

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

没有 民主没有社会主义
,

没有法治也没有

社会主义
。 “
社会主义的本质

,

是解放生产

力
,

发展生产力
,

消灭剥削
,

消除两极分化
,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
L基于对社会主义本

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

他精心设

计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

任务
、

战略 目标
、

战略步骤
、

战略布局
、

战略

重点和战略措施等等
,

从而创立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新的概

括
,

提出了 9 条
。

通读《邓小平文选 》第三

卷
,

我们可以看出
,

这 9 条都是在邓小平同

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提出和反复

论证的一系列新思想
、

新观点的基础上总

结出来的
。

这些新思想
、

新观点
,

也是我们

学 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时
,

要着重领会

和把握的主要内容
。

例如
:

关于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关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和根本任务
;
关于

“

三个有利于
”
标准 ;

关于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是社 会主义的

发展动力 ;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

不动摇
;
关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
关于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
,

反对 自我封闭和孤立
;
关于抓住时

机
,

加快发展
,

争取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

新 台阶
;
关于社 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

根本矛盾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

制改革相适应
;
关于两手抓

,

两手都要硬
;

关于
“
一国两制

” ;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

,

反对

动乱
,

防止和平演变
;
关于警惕右

,

主要防

止
“
左

” ;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

大主题
;
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

际新秩序
;
关于对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

、

稳



住阵脚
、

沉着应付
;

关于中国的间题主要是

把 共产党内部搞好
,

等等
。

这一系列新思

想
、

新观点
,

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

如何建设
、

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当代马克思主义

需要 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

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体系
,

极大地丰富
、

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

泽 东思想
,

成 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

就是这一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作
。

如果说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
,

是贯穿《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全书的主

题
,

那么
,

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
,

则是贯穿全书的灵魂
。

我

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短短 10 几年间
,

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
,

形成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

会主义理论
,

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
,

关键在

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
,

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
、

实

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

使一度被

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恢复了

本来面 目
,

重新焕发 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

事业继续前进的蓬勃生机
。

邓小平同志说
:

“

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
,

才能提出新的

正确的政策
”
L

。 “

不解放思想
,

不实事求

是
,

不从实际 出发
,

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
,

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
、

政策
,

不可能把

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
,

也就 不可能

搞好现代化建设
,

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 ; 因此

, “
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

,

这

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
。

正确的政治路线

能不能贯彻实行
,

关键是思想路线对头不

对头
。 ”

L

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

,

邓小平同志在 尚

未恢复工作之时
,

就率先旗帜鲜 明地反对
“

两个凡是
” ,

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

东思想
,

指出
“
两个凡是

”
不是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

他出

来工作后
,

又排除各种阻力
,

支持和领导了

关 千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

这场讨论
,

实

际上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解放

思想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运动
, “
它

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
、

毛泽

东思想
。 ”
L 1 9 8 2 年 9 月

,

邓小平同志在与

金 日成总书记 的谈话 中回顾这 段历史时

说
: “

粉碎
`

四 人帮
’
后

,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

的同志坚持
`

左
’

的政治路线
,

又提 出了错

误的思想路线
,

叫做
`

两个凡是
’ 。

我说过
,

如果毛主席在 世
,

他也不会承认
`

两个凡

是
, ,

因为 那不 是马 列主 义
、

毛泽 东思 想

… … 我是在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九个月
,

即

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
,

到那时我

才能参加 中央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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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讨

论
。 ”
L在这段时间内

,

邓小平 同志多次对

“
两个凡是

”
进行了尖锐批判

,

反复强调坚

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

义
。

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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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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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什么只有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5



的思想路线
,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

进行
,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才能顺利发展

呢 ?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

第一
,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业
,

尤

其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

社会主义
,

更无现成 良方
,

只有靠我们 自己

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
,

从我国实

际出发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独立思考
,

在

实践中探索
。

邓小平同志说
: “
在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这样的事
,

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

出来
,

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

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情况
,

各自的经历也不同
,

所以

要独立思考
。

嗜 又说
: “

在革命成功后
,

各

国必须根据 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
。

固

定的模式是没有的
,

也不可能有
。

墨守成规

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
,

甚至失败
。 ”
L

第二
,

长期的旧体制
、

旧观念形成的习

惯势力
,

特别是
“
左

”
的思想

,

严格束缚着我

们的头脑和手脚
。

邓小平同志说
: “

搞现代

化建设
,

搞改革
、

开放
,

存在
`

左
’
和右的干

扰间题
。 `

左
’

的干扰更多来自习惯势力
.

旧

的一套搞惯了
,

要改不容易
.

右的干扰就是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

全盘西化
,

包括照搬西

方 民主
。 ”
⑧

“
几十年的

`

左
,

的思想纠正过

来不容易
,

我们主要是反
`

左
’ , `

左
’
已经形

成一种习惯势力
。

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

不多
,

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
,

总

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 去白情况
,

习惯的

东西就起作用
,

就冒出来了
”

⑥
“

最大的危

险还是
`

左
’ 。

习惯了
,

人们的思想不容易

改
. ”
L为什么不容易改呢 ? 因为

“

一是不习

惯
,

二是怕
,

怕出问题
。 ’ ,

@
“

怕资本主义的

东西多了
,

走资本主义道路
。 ”
L

第三
,

要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问题
。 “

在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

必然会出现许

多我们不熟悉的
、

预想不到 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
”
L

,

这就要求我们 只有解放思想
,

实

6

事求是
,

从实际出发
, “

及时地研究新情况

阳解决新问题
,

否则我们就 不能顺 利前

进
。 ”
L

“

解放思想
,

就是要用马列主义
、
毛

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

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

问 题
” , “
并且作 出有重 大指导意 义 的答

案
。 ”
@ 15 年 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实践
,

完全说明了以上观点的正确性
,

雄辩地证实了十四大报告关于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理论精做
,

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

法宝
”
这个科学论断的正确性

。

有的同志提出
,

以往我们都是用
“

实事

求是
”

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
,

现在又把
“

解

放思想
”

包括在这条思想路线之中
,

对此
,

应如何理解呢?

首先
,

从
“

解放思想
”
和

“

实事求是
”

的

关系看
,

二者本来就存在着一种 内在的必

然联系
,

是辩证统一关系
。

毛泽东同志在解

释
“

实事求是
”
时说

: “ `

实事
’
就是客观存在

的 一切事物
, `

是
’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

系
,

即规律性
, `

求
’
就是我们去研究

。

我们

要从国内外
、

省内外
、

县内外
、

区内外的实

际情况出发
,

从其 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

臆 造的规律性
· ·

一 作 为我们行 动 的 指

导
。 ”

@ 邓小平同志说
: “

解放思想
,

就是使

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

就是实事求是
。 ’ ,

L可 见
,

解放 思想和实事

求是的 目的是一致的
,

都是为了从实际出

发
,

使我们的思想与实际相符合
,

主观与客

观相一致
。

实践证明
,

只有解放了思想
,

打

破了僵化观念
,

抛弃了陈旧的思维定式
,

才

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只有坚

持实事求是
,

才能 真正解放思想
。

也就是

说
,

解放思想
,

不是无根据的乱 想
,

必须以

实事求是为前提
,

以客观事物即
“

实事
”
及

其规律即
“
是

”
为根据

。

因此
,

把二者有机地

联系起来
,

就构成 一个完整的党的思想路



线的统一整体
。

第二
,

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看
,

正确

的认识即真理
,

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

但客观事物

及人 们改造它的实践又是不断变化发展

的
,

而一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
,

却具有一定

的相对独立性
.

意识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

现之一
,

是思想往往落后于客观实际
,

从而

导致主观同客观的不完全一致
,

甚至脱离

客观实际
,

变成一种保守
、

僵化观念
,

阻碍

人们接受新事物
,

研究新情况
.

因此
,

只有

通过解放思想
,

打破旧的保守
、

落后
、

僵化

的观念
,

才能使思想跟上事物发展的需要
,

达到实事求是
。

而且解放思想还不是一次

完成
、

一劳永逸的
.

因为事物的发展和人的

实践活动是永无止境的
,

要使我们的思想

保持与客观事物的发展相一致
,

就要不断

地解放思想
。

所以
,

邓小平同志说
: “

今后
,

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
,

就必

须继续解放思想
。

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

了
,

甚至过头了
,

显然是不对的
.

吻
第三

,

解放思想之所以被纳入党的思

想路线之中
,

还与我们在重新恢复和确立

这一思想路线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分不开
。

当时
,

在
“

文革
”

中发展到极端的个人崇拜
,

在 中央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提出的
“
两个

凡 硅
” ,

以及其他
“
左

”

的思想
,

严重禁锢着

J
` 一

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

果不大力倡导解放思想
,

把人们的思想从

个 人崇拜和
“
两个凡是

”

的束缚中解放 出

来
,

就不可能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
,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

因

此
,

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

解放思想不

仅是恢 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先决条件
,

而且还是继续坚持这一思想路

线的客观要求
。

所以我们看到
,

在《邓小平

文选 》的第二
、

三卷 中
,

总是把
“

解放思想
”

和
“

实事求是
”

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
.

如果

说
,

把唯物主义哲学 的认识路线创造性地

用于中国革命实践
,

形成一条指导我们胜

利前进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

并把它精

辟概括为
“

实事求是
” ,

是毛泽东同志的伟

大功绩的话
;
那么

,

重新恢复和确立这一思

想路线
,

把
“

解放思想
”

纳入其中
,

并把二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升华到
“
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
”
L

、 “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L这样的

高度来认识
,

则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对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和贡

献
。

(责任编辑 王湘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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