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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小 平 论 思 想 路 线 、 政 治 路 线 、 组 织 路 线 的 辩 证 关 系

董遂强 、侯全生
江苏理工 学院 ，

江苏 常州

摘 要 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会前后 邓小平主导完成了对
“

路线
”

的科学界定 并对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的

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 廓清 了长期 困扰人们思想的大难题 在中共历史上乃至在国际共运史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

此后
，党 内提到

“

思想路线
”

、

“

政治路线
”

、

“

组织路线
”

的频度之高是此前无可比拟的 这些
“

路线
”

简洁 明快地准

确地概括了党在
一定时期 内的 中心任务 、完成这

一

中心任务所必要的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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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

“

路线
”

的界定和表述 、 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 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

路线斗 争的掌控和评价 ， 是
一

个异常复杂的问题 。 乱反正的完成 。

年党的六届七 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 、邓小平对
“

路线
”

科学界定

题的决议 》 ，根据延安整风 的成果 对此前党 内 的路
“

路线
”

本指从
一地到 另

一地所经过的道路 ，
又

线斗争进行了总结和定位 并根据延安整风 的成功经 借指
一

定历史时期指导行动 的基本准则 。 在中 国共

验提出 了进行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方法 但新中 国成 产党的历史上
“

路线
”
一词有时用得很乱 这种乱用

立后又出现 了较长时间对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的滥 在两个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

是大革命失败后

用 。 党的十
一

届三 中全会前后 ，在邓小平主导下 ，党 至延安整风前 ；
二是 世纪 年代至党的十

一

届三

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本着实事求是 中全会前 。 由于对
“

路线
”

的误用长期得 以强化 ， 于

的精神 ，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较长时间滥用路线错 是造成一提
“

路线
”

似乎就是路线错误或路线斗争的

误和路线斗争的状况进行 了反思 完成 了对
“

路线
”

印象 ’这种误用对人们的思想认识有着很强的误导作

的科学界定 并对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的辩 用 。 如果说党的六届七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

证关系进行了 阐释 。 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 年党 问题的决议》对此前近二十年 （ 从八七会议起算 ） 的

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 国 以来党的若干 路线斗争作出 了公允的评价 统一 了全党的思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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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那么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 国 以来 面 目 。 对
“

路线
”

进行科学界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则最终解决 了
“

路线
”

的 和历史意义 。 首先 ， 邓小平对
“

路线
”

的科学界定 解

科学定位 ，廓清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大难题 在中 除了人们在这
一

问题上的思想枷锁 ，
不会谈之色变

共历史上乃至在 国际共运史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 了 。 轻易不提路线斗争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 、形成

对
“

路线
”

的科学定位 ， 核心 问题是正确地对待 集思广益 的 民 主氛 围 ，

“

这是改 变我们 的党风的 问

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 的提法。 邓小平在起草 《关于 题
”

，

“

要很郑重地来对待
” ⑴

。 其次 ，

“

不提路线斗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 》 期间指出 ， 今后 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
一概不能用 了

”

，这是因为
“

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 犯了什么错
“

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 ，
比较 自然 ，

误就说是什么错误 ，
讲它的 内容 原则上不再用路线 而且一讲就明 白

”

。 党 的十
一

届三 中全会以后 ，

斗争的提法
”

。 这样做 一是
“

考虑到路线斗争 、路线 党 内提到
“

思想路线
”

、

“

政治路线
”

、

“

组织路线
”

的频

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 用得并不准确 ， 用得很多很 度之高是此前无可 比拟的 ，正因为它们 ， 才得以简洁

乱
”

；
二是 由 于在把路线错误或路线 斗争泛化的 同 明快地准确地概括了党在

一

定时期内 的中心任务 政

时 ，也就把
“

路线
”

的含义收得过窄 ，

“
一说到不同意 治路线 及完成这

一

中心任务所必要的思想保障 （ 思

见
，就提到路线高度 批判路线错误

” °

。 路线 想路线 ）和组织保障 组织路线 ） 。

斗争 的乱用 ， 有 以下几种表现
一

是定性完全错误 ，

二、邓小平对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辩证

“

明显地不能成立 ，应该根本推翻的
” °

， 即对彭德 关 系的阐释

怀和刘少奇的所谓路线斗争 ；
二是结论维持 ，但

“

确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主张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 、

实没有什么路线
” ⑴

如高岗和罗章龙 ；
三是定性对 组织上的统

一

，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场合

了 但处理上显得简 单化 了 ， 如对 陈独 秀 ；
四 是把 有过不同 程度的集中 阐述 。 恩格斯在 《德国农民 战

“

左
”

倾错误当成右来批 ， 又难以算得上路线斗争 ，且 争 》的补充序言中写道 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强大有

处理也不妥当 如对瞿秋 白和李立三。 力和不可战胜 正是 由于他们 自有工人运动以来第
一

质言之 路线斗争具有严格 的特定含义
一般是 次在理论方面 、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 （ 反抗资本

指党的领导层为达到
一

定的 目标 、完成
一

定的任务 ， 家 互相配合 、互相联系 ，有计划 地进行着集中的攻

而在总的指导方针上进行 的正确与错误的斗争 。 从 击 。 列宁在 《怎么办》
一

书 中引述 了恩格斯的这段

党史上历次路线 斗争 的情况看 判断错误倾向 、错误 话 ，并指出 ，

“

群众性运动 向我们提出 了理论上 、政治

思想 、错误理论是否成为错误路线 该不该上升到路 上 、组织上的新任务 这些任务要 比群众性运动产生

线斗争的高度 大致要 同时具备以下三点 ：

一

是在政 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 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
”

。

治上 是否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
是否已形成制度 、形成 全书的五节 中 第

一

、二节从思想上对所谓
“

批评 自

政策 ；
二是在组织上 是否通过党的会议或其它形式 由

”

和崇拜 自发性进行了批判 ，第三节揭示经济派躲

在党内取得或部分取得领导地位 ，并延续 了一定的时 避政治 ，实际上是滑 向工联主义的政治 第四 、 五节强

间 ，用在实际工作 中得到了贯彻 三是在后果上 是否 调了革命家组织和党 的全俄报纸对于俄国革命运动

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是否在党内造成了较 的
“

引线
”

作用 。 列宁还在 《共产主义运动 中 的
“

左

大的负面影响 。 派
”

幼稚病 》 中指 出 ，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的纪律靠 以

理清了路线 斗争的界限 也就还
“

路线
”

以 本来 下因素来维持 ：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及对革命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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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先锋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 ，政治领 务的最高概括 ，其核心 内容是密切联系群众 ，
民众乃

导的正确 、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 ，
以及广大群众的 是最大的政治 。 党的 十

一

届 三 中全会确立 的政治路

信任 。 这实际上包含着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 线就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

上紧密配合 、 相互促进的意思 。 毛泽东在 《矛盾论》 阶段最大的政治 。 邓小平说
“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

中指出 ：

“
一

个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 ’
必须依靠 自 的政治 ，

经济问题是压倒
一

切的政治问题
”

；
思想路线

己政治路线 的正确 和组织上 的巩 固 。

”

考虑到 《矛 问题
“

要插到经济工作 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
”

，

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则结合上下
“

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 ， 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

文的语言环境可以认为 ， 这句话包含了用马克思主义 角度来解决
”

。 以 经济建设为中 心是最大的

理论提炼政治路线和用思想上的统
一维系组织之义 。

“

政治
”

，是说如果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

众所周知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如果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谋共

思想路线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 ，此后直至党的十
一

届 建共享改革成果 那么 ，
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得到广大

三中全会以前 ，
虽然

“

路线
”
一词 相当 常见 ， 但

“

思想 人民群众的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经济问题也是政

路线
”
一词则很少使用 提到路线斗 争其实指 的是政 治问题 正确 的政治路线是正确 的思想路线 的现实

治路线或组织路线 这或许是因为把路线斗争看作思 依托 。

想方面的斗争 ，
不足以体现其严重程度 。 邓小平在党 第三 组织路线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组织保

的十
一届三 中全会前后多次使用思想路线

一词
，党的 证 。

“

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 、最迫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也数次提到思想路线一词 应 切的 问题 是选好接班人
”

，
此外还包括诸如

“

机关臃

该说是意味深长之举 ，

一

则意在强调思想领域的分歧 肿怎样解决 退休制度 问题怎样解决等等
”

。

要靠说理和教育来解决 ，
二则大大淡化了此前滥用路 选好干部 标准主要是两条 ：

“
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

线斗争在思想上造成的负面影响 。 邓小平对思想路 政治路 线 和 思 想 路 线 ；

一条 是讲党 性 ，
不 搞 派

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 明 确而集 性
” ⑴

。 如果说制度是硬件 ，那么 接班人的选拔就

中的 阐释 ，这在中共历史上乃至国 际共运史上 ，都具 是软件 而党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则是联结硬件和软件

有深远意义 的影响 。 的
“

机制
”

。 选好接班人 、党 内各项制度的正常运作

第一 思想路线建设是
“

基本建设
” “

是确定政 及批评和 自 我批评的认真开展 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

治路线的基础
”

。 思想路线有着总领全局 的作 线贯彻实施的组织保证 。

用 ，
思想路线出 了偏差 那就不仅是影响全局 而且还

影响深远。 正是在这
一意义 上 ， 邓小平指 出 ：

“

不解 邓小平 文选 第 卷 北京 ： 人 民出臓

决思想路线问题 ，
不解放思想 ，正确 的政治路线就制 郭德宏 如 何 待 党 史± 的两 条路线 斗争 南 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定不出来 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 关于 头践是检验 马克思驗難集 第 卷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真理的唯一标准
”

的争论 ，

“

意义太大 了 ，它的实质就 列 宁选集 第 卷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历史

—胃

毛泽东选集 第 卷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遗 留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 ，

胃

都有赖于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 。

‘

第二 政治路线是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中心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