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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 李君如

[ 摘 要 ] 邓小平经过长期艰辛探索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坚持并践行实事求是原则，在

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丰富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包

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中国基本国情和所处时代主题这“两大实际”

作为出发点；坚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原则三者辩证统一的基本路线；坚持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相

统一；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理政方针；坚持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党的命运的一体化认知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找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为怎样认识和建设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可能性出发；

始终坚持扭住工作重点不放，但又不是“单打一”；始终坚持改革和发展，但绝不是求变求新不求稳；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同时坚决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任何错误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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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精辟阐述了邓小平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贡献，明确把这一贡献归结

为 一 句 话 ——“ 成 功 开 创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1］。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对中国

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

一、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艰辛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并不是偶

然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

众 所 周 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是 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之后开始逐渐形成的。

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党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 1975 年邓小

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正是那个时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6 页。　

期，他主持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力图在一

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

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有

限度的拨乱反正，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

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

自己后来也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

始了”［2］。再往前追溯，事实上，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邓小平已经形成了和当时一些“左”

的思想不同的，但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

点，比如赞成和支持当时一些地方搞的包产到

户的办法，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

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

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

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3］。

回顾历史，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邓小平对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81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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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三次艰辛探索。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是第一次探索，但这次探索在“文

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了批判与责难。1975 年是

第二次探索，又一次遭到批判与责难，所谓“反

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整顿被迫中断。从 1978

年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领导党和国家工

作中心转移开始，他开始了第三次探索，并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这一重大命

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

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20 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

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考验。对此，

邓小平对党与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和他自

己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发表了著名的南方

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

新阶段。在一次次责难和考验中奋起，邓小平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得到了

全党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

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

装全党的崇高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决定把

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

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既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更有邓

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社

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正因为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

道路，经过长期奋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

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

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

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1］。

从根本上说，成就的取得，在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第 22 页。

这既是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要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从哪些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

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第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

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科学社会

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但长

期以来人们在定义社会主义时强调的总是生产

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在一

段历史时期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

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思想理论上搞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因此，

这一问题就成为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

首先要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

论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这一重大问题时，鲜

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

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

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

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

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

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经过长期的思考

和实践，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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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强调：“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3］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个，

也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这样深

刻的概括。这一概括的最大特点，就是从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

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律

性认识，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

第二，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时代

的主题这“两大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的社会

主义。恩格斯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12、313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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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

中国革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认清中国的国

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

毛泽东把这一原则从哲学认识论上概括为实事

求是。邓小平遵循这一原则，强调“我们的现

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

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

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

结论”［3］。与此同时，他强调，今天我们要关

注和依据的“实际”，一是我国现在处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

时代主题。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

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要

抓住和平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在对外开

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自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大实际”为基

本根据提出来的。

第三，坚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原

则三者辩证统一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邓小平

就已经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

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

不久，他又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

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

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这

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5］正是基于

这样的认识，邓小平领导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78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33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50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4-165 页。　

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

开放作为实现现代化相互依存的两个基本点的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历了政

治风波考验后，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进

一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

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

是死路一条。”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6］他之所以这样强调坚持基本路

线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一基本路线反映了在中

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坚持和发展社

会主义，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治

原则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推进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把握中国社会

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

心”，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现代化

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与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这三大关系并有效实现这三大关系

的辩证统一。

第四，坚持对外开放又独立自主地建设中

国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说过，中国的社会

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

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方式、管理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原本就强调，

社会主义大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

明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社会主义的

条件下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

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人类文明成

果。与此同时，又要创造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体制使之能够既学习和借鉴这样的文明成

果、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独

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揭示的就是这样的客观规律性和遵循这样

的客观规律性推进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第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

国理政方针，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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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定会

遇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中

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已经指出

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

律的特殊性，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

方针，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

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

一手抓稳定等。尤其是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

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他强调，“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

揭示的就是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

的客观规律及其成功经验。

第六，从社会主义命运和党的命运一体化

的认知上，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

初，邓小平就已经提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

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

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

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

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

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

识到的真理。”［1］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一个

深刻教训，就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一旦削弱

甚至放弃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

治制度就会被颠覆，人民群众就会遭殃。经历

了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

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关于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相互关系的这种

深刻认识，揭示的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

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性。

总之，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性贡献，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并践行实事

求是原则，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丰富经验深

刻总结的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揭示了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41-342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0 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

义的创造性贡献

考察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性贡献，不仅要重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贡献，还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

的创造性运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不同于苏

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二战”以后诞

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

下获得解放并建国的，有的是在本国人民武装

配合苏联红军的进军获得解放并建国的，有的

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

的武装斗争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因此，这些国

家在建国初期一般都仿效苏联的体制，把斯大

林领导苏联建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

系体制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在 1956 年 2 月苏

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 4 个多小时《关于个人

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

后，暴露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各方

面体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这就迫使各个社会

主义国家不仅要重新审视苏联的经验，而且要

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当时，也有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改革的初步尝试，探索不

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但由于传

统模式积弊甚久，旧的习惯思想和保守势力根

深蒂固，加上苏联仍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阻

碍各国独立自主地推进改革，到 20 世纪 60 年

代前期，大多数国家的改革尝试都不同程度遇

到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破了这个

局，创造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在经济文

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实现了两大突

破，一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在几个比较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论断；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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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首先

获得胜利的思想。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一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都是在

一些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获得胜利的。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

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尽管列宁早已察觉，并制定了新

经济政策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从斯大林开始，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并未

认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尖锐性。

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找到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怎样认识和建

设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遇到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其

他一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遇到

的问题。从 1976 年到 1985 年，南斯拉夫的马

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 10 次国际性的社

会主义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多国的从事社会主

义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南斯拉夫的学者一起，围

绕着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1976），社会主义

和政治制度（1977），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

（1978），社会主义的主观力量（1979），参

与、自治、社会主义（1980），社会主义、科学、

技术同发展战略（1981），今日马克思主义思

想、目前的形势、争论和前景（1982），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和今日世界（1983），社会主义和

平（1984），处在 21 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1985）

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最后

逐渐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第 8 次圆桌会议上，

中国与会专家学者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

也遭到了苏联学者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

义多元化。在第 10 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针

对苏联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一，每个国家都有

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其二，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

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

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他概念和思想。假如不

实现这个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

危害。其三，由于世界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

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

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化的模式。

当然，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

会主义的多元化，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观点，

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曲折

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

教训。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能否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

主义，已经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以邓小

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这

个重大问题，为怎样认识和建设适合自身国情

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

第一，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而不是从可能性出发。邓小平从领导全党拨乱

反正、解放思想，到创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

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秉持的

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明确说

过：“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

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1］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邓

小平有大量精辟论述，其要点：一是“我们高

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

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

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

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

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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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1］。二是“绝不能

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

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

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

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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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是“中国有自己的特

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

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3］。这里强调的

“现在的条件”“现在的情况”“自己的特点”，

就是哲学上所讲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现实性”与“可能性”是一对重要的

范畴。现实性指的是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及其存

在的必然性，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即“现实”。

可能性则指的是包含在现实事物中的预示事物

发展前途的各种趋势。“现实性”与“可能性”

作为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两大属性，是辩证统

一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

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现实，新的现实中又隐

藏着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推进这两者相互转

化时必须注意，可能性有具备了一定条件而在

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也有尚

不具备必要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无法实现的抽

象可能性，不管“现实可能性”还是“抽象可

能性”，在没有转化为“现实”之前都还只是“可

能性”。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

好，改革开放也好，既要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

带着理想信念去改造世界，同时又要注意在追

求理想时避免脱离现实的空谈或无视现实的幻

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反对‘左’

翼空谈主义”时说过：“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

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

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

地放到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

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

义。”［4］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一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27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9 页。　

［4］《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95 页。　

些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作指导上把“现

实可能性”乃至“抽象可能性”当作“现实”，

把“从现实可能性出发”乃至“从抽象可能性

出发”当作“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

切实际的口号，作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决策。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之初，邓

小平领导全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

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5］。

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扭住工作重点不放，

但又不是“单打一”。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倡全

党学习辩证法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照辩证

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6］邓小平重

视辩证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既抓住主要

矛盾不放，又统筹兼顾各个方面，而不“单打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反

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

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最根本的利益。”［7］他还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

话：“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

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

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

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

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8］

与此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要注意“现代化建

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不能单打一”［9］。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的战略方针，等等。这一切决策和举措，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00 页。　

［7］《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3 页。　

［8］《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49 页。　

［9］《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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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既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又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

思想的体现。这样，既可以避免“眉毛胡子一

把抓”的“无中心论”，又可以避免“单打一”

的片面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

念和科学方法论。

第 三， 邓 小 平 始 终 坚 持 改 革 和 发 展， 但

绝不是求变求新不求稳。 唯 物 辩 证 法 强 调：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

律。”［1］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也强调：“无

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

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而矛盾的

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

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说，“对立的统

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

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2］邓小平在领导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

持在矛盾斗争中推进新陈代谢，把改革、发展

放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把改革定性为“中

国的第二次革命”［3］，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但是，这绝不是说

他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而无视同一性。他在改革

开放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安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风波发生前后，他一

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

切的是需要稳定。”［5］他还发出了“中国不允

许乱”［6］的警告。在稳中求变求新，求变求新

不能乱，就是邓小平揭示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内在规律性和根据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形成的

国家治理方法。后来我们党深刻指出，“改革

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7］，提出

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现代化

建设领导艺术。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3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32-333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3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8 页。

［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4 页。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6 页。

［7］《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65 页。

第四，邓小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

特色”，同时坚决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和党的领导的任何错误思潮。学习唯物辩证法，

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把握共性与个性、

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于事物矛盾的

问题的精髓”［8］。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在于他深谙这一“精

髓”，总是把理论的原则性与实践的具体性、

矛盾的普遍性与问题的特殊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始终保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他在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际，既强调“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强调“我国的具体

实际”，更强调这两者的“结合”。事实上，

他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并且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既要反‘左’，

又要反右”［9］。因此，他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时，决不允许任何人背离四项基本原

则，毫不手软地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鉴于“左”带有革命

的色彩，总是拿大帽子吓唬人，欺骗性更大，

因此，“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

邓小平就是这样，强调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丰富

和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在坚

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同时，坚决反对

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任何错误

思潮。

综上所述，邓小平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这一历史

性贡献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

律性，而且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程莹莹）

［8］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0 页。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79 页。　

［10］《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