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刻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鲜明提出 “走

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党和人民明确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就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面引

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让亿万人民的团结奋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创立了一个新的理论。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第一

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理论提

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比如，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

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 正确认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了总依据;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解开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 “死结”;

提出必须坚持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牢立足于国情基

础之上。这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 “新话”，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见解，把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邓小平理论指

引下，我们党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伟大征程。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大爱，寓于百折不回的担当之中，强调领导者必须多干实

事，鼓励人们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从推行包产到户到打破 “铁饭碗”，从

兴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奋斗者的激情被不断点燃，中国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改革之路无

坦途。遭遇阻力和干扰时，邓小平同志主张不争论，多做少说。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国

内外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他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宣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永不停滞。40 多

年来，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让神州山河巨变、人民小康梦圆，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

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发展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
百年小平，百年中国。回望来时路，我们深切体会到现在看见的日常，来得多不寻常。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成功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 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 ( 院) 长〕

胆识、智慧和远见

———邓小平同志对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贡献

曲 青 山

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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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结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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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对 《决议》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今天，40 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深

刻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同志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非凡胆识、高超智慧和政治远见。
邓小平同志的非凡胆识体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审时度势作出的果断决策上。当条件不具备、

时机不成熟不能制定 《决议》的时候，他强调 “急不得”; 当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应该及时制定

《决议》的时候，他又强调 “等不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代

表要求认真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认为当时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实

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

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议论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错误倾向，国

外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根据形势变化，邓小平同志认为制定 《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

等。他果断决策，要求以叶剑英同志国庆 30 周年讲话为基础，开始着手起草 《决议》。
邓小平同志的高超智慧体现在创造性提出起草 《决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要要求、科

学方法上。邓小平同志先后 17 次就 《决议》起草问题进行谈话，为 《决议》起草确定重大原则，

明确工作方向。一是提出三条总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 “宜粗不宜细”的基本原则。三是提出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要求，强调要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四是提出

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要分清主次，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

志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是制度问题，分清犯错误时个人和集体的

责任，等等。特别是针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他强调 “要硬着头皮顶住”，

在当时分歧最大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的坚定立场，为 《决议》排除干扰取得成功提供

了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远见体现在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正确方向、引导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创

事业发展新局面上。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对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

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党的

十二大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做了理论准备。
今天，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领

导制定 《决议》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更加深切体会到邓小平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

宽广胸襟、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这一悲剧发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毛泽东同

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有两把 “刀子”: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

俄国人丢了。后来苏联的历史演变印证了这一论断。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从彻底否定斯大林到

否定和攻击列宁，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

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而中国正是由于在关键时刻有邓小平同志的果敢决策，

正确解决了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就

避免了犯 “历史性的大错误”，从而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启示当下，烛照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 本文作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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