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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指导了十一

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主题报告、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起草，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同时也深化了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的认识，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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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评价

邓小平作为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前 30
年与毛泽东一道对社会主义实践作了艰辛探

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作为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

史评价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领导中国共产

党对新中国历史作出了科学评价， 统一了思

想，凝聚了共识，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

主义方向。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中
国历史经验总结的兴起

1977 年 10 月 9 日， 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

学典礼上讲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用

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着重研究“文化大革

命”以来的历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尽管

叶剑英是在强调以党史研究的视角来推进“文

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研究，但对国史研究也

具有推动作用。 无论从事党史研究还是国史研

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是非标准问题。 这同各

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都同“两个凡是”方针

发生了尖锐矛盾。 于是一场思想界、理论界就

“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

的激烈争论便开始了。 1978 年 3 月，《人民日

报》先后发表了《文风与认识路线》、《标准只有

一个》等文章。 5 月 10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一文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

动态》上发表，11 日又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
文章引起了热烈关注。 《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予以全文转载，全国地

方媒体也纷纷转载， 同时也引来了一系列责

难， 被认为是 “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

想”，是“反毛”、“砍旗”、“丢纲”。 这样一场关系

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原则的分歧和争论

必然要进一步展开，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

先念、胡耀邦、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

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

展，这一讨论很快越出理论界的范围，在党政

军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

论。 据统计，1978 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

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研讨会达 70 余次， 报刊

上发表的文章有 650 多篇。 [1](p.258)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知识，为国史、党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作为判断是非的准绳和标杆，真正

发挥思想解放作用是通过对新中国历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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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评价体现的。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

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工作中心

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实现四个现代化上

来，这在客观上需要对数量众多的冤假错案给

予平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党的历史，
尤其是新中国历史作出恰当的历史结论。 中央

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中央在理论

战线上提出的崇高任务是“领导、教育全党和

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

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

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2](p.11)这表明对

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是党中

央在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只有对毛泽东给

予正确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加以正

确把握，才能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推动思想认识成果的新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央工作会议和十

一届三中全会对新中国历史的评价还是初步

的、笼统的，整体上局限于对经验的总结。 十一

届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沿袭了邓小平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

的讲话中的观点。 邓小平强调：“文化大革命已

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要对这一个历

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

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

解和作出评价， 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

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3](p.149)从当时的实

际情形看， 人们对于新中国前 30 年历史的反

思并没有因此搁置，而是不间断地开展起来。

二、叶剑英国庆 30年讲话与
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面临着

“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

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

成立以来 30 年的历史就成为摆在党中央和理

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尽管全会指出：“对

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

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

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
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4](p.455)全会的这一认识

延续了刚刚落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

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报告中的观点。 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

为邓小平不想作出结论，而是因为当时的主观

和客观形势都不成熟。 这一方面是邓小平对一

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

的警告，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

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

求成。 尽管当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

与政治策略的需要， 邓小平等领导人认为，中

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历史作评

价， [5](p.241)但为了看清楚未来的道路，统一处于

理论争论和思想混乱状态中的人们的认识，反

驳理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历史的污蔑

否定之词，乃至为了与三中全会后，党内和社

会上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逆流[6](p.64)作坚决斗

争，抓紧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

结已经不可回避地提上了党中央和理论界的

日程。
1979 年 6 月，中共中央安排叶剑英在新中

国成立 30 周年国庆典礼上作重要讲话， 希望

通过这个讲话对新中国 30 年的曲折发展历史

作个总结，以达到统一思想界和理论界基本认

识的目的。 在讲话稿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对于

何时评价新中国前 30 年历史的态度开始发生

变化。 1979 年 8 月下旬，邓小平提出：“对历史

是应该做点回顾的。 ”[4](p.549)9 月 4 日，他又指出：
讲话稿“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

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

想照耀下取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

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

斗争……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

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 [4](pp.552-553)邓小平就修改

讲话稿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使得讲话稿修改具有可操作性。 在当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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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这个讲话没有对新中国前 30 年的历史作

出全面总结， 但也确实如邓小平所希望的，达

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9 年 9 月 29 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30 周年大会如期召开。 叶剑英作了题为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的主题讲话，对新中国成

立 30 年 以 来 的 历 史 经 验 作 了 初 步 的 概 括 总

结，“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

来的战斗历程， 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

革命集团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

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

验”。 [4](p.562)讲话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 30 年概括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

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三十

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 同时又认

为：“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

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 同全国人民作出的

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

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 我们必须认真

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7]这

个讲话对于正确认识新中国 30 年历史、 廓清

当时存在的理论迷雾、澄清历史是非发挥了积

极作用，被誉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的

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

极其强烈的反响”。 [8](pp.72、73)讲话在对一些重大问

题的分析上，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被学者

称为“讲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过去所讲

问题的范围”，[9](p.579) 为 “全党正确总结历史经

验，特别是澄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是

非问题奠定了基础”。 [10](p.285)邓小平在这一时期

关于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讲话初步“概括了后来

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

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1]

三、邓小平是制定历史决议
的灵魂人物

1978 年 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完成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

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

导集体。 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全

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调整社会关系，尤其是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将拨乱反

正进一步推向深入。 形势的发展使党完成“指

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2](p.138) 成为客观需要，也

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 在

邓小平看来，制定历史决议对完成党的指导思

想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

是，邓小平还认识到由他们这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作出历史决议，还是出于教育许多人，尤其

是青年人，使青年人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代责

任。 这反映在邓小平 1980 年 11 月的谈话中，
邓小平强调：“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

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
看了十年， 而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年的党史，
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贡献。 这涉及到对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如何评价问题，我们必须现

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

整个历史。 ”[4](p.695)邓小平之所以主张由暂时搁

置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的评价到积极倡

导尽快作出评价，是由诸多原因促成的：第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确立了邓小平在

党内的政治地位；第二，“两案”审理工作的顺

利进行，事实上已经将“两案”与毛泽东的错误

划清了界限；第三，随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的深入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是势不可

挡；第四，人们对是非标准的探讨势必引起人

们对于国家、民族历史的反省；第五，国内外兴

起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非毛化”思潮，也迫使

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化大革命”与对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之地位作出回应； 第六，
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由于不了解历史，对中国

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偏见，需要认真加

以纠正，以便统一思想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起草《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提上了

中央工作日程。 1979 年 10 月下旬， 邓小平就

1980 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问题， 同胡耀邦、
姚依林、邓力群谈话，将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列

为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和抓经济工作之后的第

四大项重要工作。 邓小平将起草历史决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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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重要工作安排：“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

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 历史决议就好

写了。 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4](p.574)

1980 年， 国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毛主席历史功

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

出现混乱。 [13]党中央也被一些别人用心的人污

为正在进行“非毛化”运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
党中央对毛泽东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成

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 而到了

3 月， 邓小平认为当年应该抓好的大事中就只

有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搞好长期规划

两件了。 [4](p.610)1981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指出：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

搞？ 不行，都在等。 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

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

一个统一的看法。 国际上也在等。 人们看中国，
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

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 所

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4](p.742)邓小平的这

一观点，在中共高层中得到了陈云、胡乔木的

支持和呼应。 党中央应该尽快对新中国历史，
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适当的

评价，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这在党内高层形

成了共识。
在历史决议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党中央和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说明

和阐述有 30 次之多。 邓小平关于历史决议问

题的谈话和指示对于历史决议的形成起到了

主导性的作用。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与胡

耀邦、胡乔木与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起

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第一，确立毛泽东同

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

最核心的一条。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

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要正确评价毛泽

东思想、 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

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

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

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

做个基本的总结。 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总结

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总的指

导思想，就是这三条。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

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4](p.610)这就为历史决议的

形成指明了根本方向，在这里，邓小平作为历

史决议形成过程中的灵魂人物，为中国社会主

义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1980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看了一些四

千人讨论的简报后再一次阐发了毛泽东与毛

泽东思想之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的

重要意义，阐发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 他指出：“毛泽东思

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

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

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

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

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要看到这个全局。 决议

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

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

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

个部分，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 基本点还是那

些。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

同志已经提出、 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

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

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 当

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对于错

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

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

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

品质上。 ”[4](p.684)1981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再次

强调了历史决议应阐述的中心问题，邓小平指

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

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
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
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是漆黑一

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

有点份？ 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

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

较符合实际。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犯错误。 ”[14](p.742)从以上邓小平对历史

决议起草者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

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以及新中国历史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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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认识既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有针对性

了。 尤其难得的是，邓小平抓住了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历史时期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关

系。 他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定位，对新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评价，显示出一

个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1981 年 6 月 27 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 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至少取得同

1945 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 [15](p.289)“标

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

正的历史任务”，[16](p.1)“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

基础”。 [17]这篇文献讲的虽是党的历史问题，但

同时也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荣辱的重大历

史问题。

四、历史决议是邓小平评价新中国
历史，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典范之作

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

新中国历史所作的科学总结，是一篇马克思主

义的光辉文献。 毫无疑问，历史决议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但在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上均体现

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的评价和

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
首先，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60 年的整

体历史着眼。 如果不从党的整个历史，尤其是

新中国的整个历史着眼， 只看一个历史片段，
那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就

不能够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于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它是在建党以后，
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

大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

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 ”[14](p.734)鉴于此，当陈云

提出要在历史决议中增加解放前党的历史时，
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 [18](p.270)历

史决议起草者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前 28 年党史

的内容后，才使得 60 年的党史、毛泽东思想的

形成过程以及新中国的历史等可以作为一个

整体来考察。 经过讨论，最终历史决议的撰写

者将党在新中国成立前 28 年的历史从征求意

见稿中的“前言”上升为一个独立部分，就充分

反映了邓小平着眼历史全局的器局。
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把握阶级

斗争。 历史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

灭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由于国

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

范围内长期存在， 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

化。 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

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必须正

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

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

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

会的安定团结”。 [19](p.118)这一认识来之不易，是邓

小平等人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

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得出来的。 1980 年前后，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主要是从社

会主义的本质角度进行的， 认为社会主义首先

是发展生产力。 3 月，邓小平又发表重要见解：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

争。 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

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4]

(p.614)而且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最大的弱点是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 [14](p.741)这些

认识将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然，关于阶级斗争与发

展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反省，理论界在“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已经开展起来，邓小平的探讨与

反思是在理论界探讨基础上进行的。
再次，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

加以区别。 历史决议指出完全否定毛泽东思想

科学价值和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作用，以及

不愿意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在新的

实践中坚持错误的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
认为这两种错误的认识根源就是没有把“经过

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
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19](p.115)正

如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所指出的：“我们坚持

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

的科学体系。 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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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

失误。 但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2](p.84)这就旗帜

鲜明地反驳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以毛泽东的

错误探索否定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的错误全

面否定毛泽东的声音，也指出了只拥护“正确

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的说法的错误所在。

复次，对于“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探索进行

理性剖析，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其转化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客

观上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新发展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

逻辑体系之间的关系。 因为如果不探讨后者，
就很难把这两个关系搞清楚。 至于前者，历史

决议已经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这里不作赘

述；关于后者，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大

之后，逐渐形成了通过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

制工资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相当带乌托邦

色彩”，[20](p.72) 毛泽东晚年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

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

确的东西”。 [4](pp.649-650)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

命到八大， 从 1957 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的讲话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 形成的社

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而从 1958
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到北戴河会

议讲要实行供给制，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
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两

种倾向在相当时期内共存于毛泽东的头脑中，
有时正确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有时错误的倾

向占据优势，最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错误

的倾向占据了主导。 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 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

贯了，有些话是相互矛盾的” [3](p.301)认识的思想

根源所在。 应该承认，这两种倾向都是毛泽东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探索，即便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在追求一

种社会主义，只不过这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

社会主义所不容许的”，[20](p.70) 带有很强的不现

实的色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

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

阶段”[2](p.25) 的认识才变得严肃而又富有历史的

和现实的说服力。
最后，历史决议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上作出重要贡

献，是连接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

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继往开

来之作，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历史

决议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建设

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成果，既深刻地认识到了

毛泽东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富有乌托邦

色彩的为中国现实所不容许的社会主义，同时

也反映出邓小平在理论上探索一种现实所“容

许”的社会主义的进展，也就是在现实条件和

形势下，经过努力能够建成的社会主义。 历史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

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

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逐步消

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

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 直到共产主

义的实现。 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进行的斗争，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

个阶段。 ”[21](p.172)历史决议不仅重新突出了邓小

平强调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

本原则同背离、 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

衔接起来” [4](p.552)的设想，而且还将四项基本原

则看作是能否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奋斗目

标的根本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决议实

现了在新时期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

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更科学回答的设想。 对于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决议在总结“文化大革

命”教训基础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

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除非发生大

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离开这个重点。 这是

对新中国 30 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高

度总结，也是对未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

阐述，在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发展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这一学说关于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

“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

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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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

牲”[21](p.172)的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与其他理论问题相比，邓小平对新中国历

史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智慧， 是 20 世

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

国历史评价的灵魂人物。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

认识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新中国历史的把握，发

挥了廓清理论迷雾、 统一思想认识的现实意

义，同时还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方面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从共和国史研究的视角看，历

史决议在研究旨趣、组织机制和评价方法等方

面均有所创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有关改革开

放前新中国历史评价的思想和方法，是共和国

史研究史上光辉的一页， 产生了开启山林、烛

照后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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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new concept in recent years, had not been considered much related with Deng Xiaoping in the past. In fact, Deng
Xiaoping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First, Deng Xiaoping actually proposed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 Deng Xiaoping had a series of 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ought of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ought of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ought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socialist system of law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though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public sector remaining dominant and divers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developing side by side. He also had three thoughts about the basic politics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ystem of autonomy of
ethnic regions,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level self-governance.（SHI Zhong-q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y Strategic Thinking—Writing for Commemorate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Deng Xiaoping：D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the function of lead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eng
Xiaoping has explained the problem in the talk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s.” A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high technolog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industries is the external allocation.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echnology,
innovating produc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ers to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is the connotative allocation. “Innovation-
absorb -enterprise -industry chain” is a new form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s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allo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ocation.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Deng Xiaoping’s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imulate economy can get seven points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ocation and answer four questions. When the world
order and 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 changed,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should lea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China should overcome
the shortag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these two hands. Further solution existence prominent question, innovation system mechanism,
promotion scientific progress.（YANG Cheng-xun）
Firmly Grasp the Deng Xiaoping’s Thought about Market Economy：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market refor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problem of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s allocation” which was propose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e must rely on Deng Xiaoping theory, especially about his economic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To sum up, we must firmly grasp one point about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theory. The market economy is the method of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regulating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s bound to the social basic economic system; public
ownership can make market economy and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and service to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e
market economy must take the function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together. That is the one point.（ZHOU Xin-cheng）
Deng Xiaoping and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the New China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Deng Xiaoping made many important points about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se points guided the resolution and topic repor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Speech of
Thirty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Day by Ye Jianying, and the drafting of on Certain Question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t promoted to set things to right in ideology and theory, and also deeply replied the question of “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it.” All of this laid a solid ideal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form of Deng Xiaoping theory.（CAO Shou-lia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eng Xiaoping’s New Viewpoi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Deng Xiaoping’s new viewpoint of
civilization is a socialism civilization view were propounded by Deng Xiaoping, which including socialism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wo aspects. It was propounded by Deng Xiaoping after he summarize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and human society. Deng Xiaoping’s new viewpoint of civilization changed people’s awareness about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which
had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ng Xiaoping’s new viewpoint of civilization were
propounded for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a socialism construction, but it also had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in
histor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consciousness, theory assurance and duty spirit of new viewpoint of civilization.
（YANG Jin-hai ）
Deng Xiaoping’s Thought about Anti-privilege and Its Research Significance Today：Privilege thoughts and privilege actions are
the symptom of society which once was criticized by Marx. Deng Xiaoping’s thought about anti -privilege is rich,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al and unique in content, which grea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Party and regime construction theory of Marxism. I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privilege thought and action, to strengthen the clean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HAN Bing）
What Kind of Changes China Should Make and How to Make—My Experience after Studied the Series of Speech of Xi
Jinping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core thought, basic spirit,
theoretical value and instructive effect of the series of speech of Xi Jinping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not only answered “what socialism is and how to build it,” “what kind of the Party we must build and
how to build it,”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achieve and how to achieve it,” but also constantly answered “what ki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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