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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在社会转型时期, 旧的传统政治共识已经瓦解, 新的现代政治共识尚未形成,

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巨任务又要求社会通过达成政治共识以维持稳定, 促进

发展。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成功范例。总结  南方

谈话! 的有关思想,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主要包括诉诸常识、自由兼容和

存而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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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共识是指一定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
境中的人们共同拥有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共同认可

的政治规范准则。实际上, 任何社会的存在或维

系都依赖于一定的政治共识。由于矛盾冲突是人

类状态的核心因素, 政治共识就成为和平而有秩

序地处理政治事务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

在当前,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

转型时期, 社会上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混

乱、政治规范沦丧, 又意味着我们的确面临着一

定程度的政治共识危机。如何使社会民众在一定

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规范准则之下达成共识,

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

大挑战。回首过去, 邓小平在 1992年春天视察南

方时的著名谈话 (以下简称  南方谈话! ) 为社

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成功范例。

本文将以邓小平  南方谈话! 为例, 对社会转型

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分析如下。

一、诉诸常识

所谓诉诸常识, 是指通过揭示常识来达成共

识。一般来说, 一定社会的政治共识的达成有赖

于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确立并深入人心。

意识形态 ( Ideo logy) 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

成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作为

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既可以成为统一

人们思想的武器, 也容易沦为禁锢人们思维的藩

篱, 从而使人陷入僵化、迷妄的状态。正是从后

一种意义上, 有人将 Ideo logy (意识形态 ) 音、

意兼顾地译为  意谛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旧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 新的意识形态尚未

确立, 社会难免出现政治共识的危机。这时候,

想要通过确立和灌输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

态来达成共识, 往往非常困难。一方面, 意识形

∃25∃



态作为人们对于世界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 很

难在社会转型时期仓促形成确立; 另一方面, 确

立形成了的意识形态又往往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经

济政治急剧变化的障碍和观念意识不断更新的桎

梏。于是, 取代意识形态来达成政治共识的方式

就往往需要诉诸常识。常识是平常普通的知识,

具有切合人之常情、符合事之常理的特征。一方

面, 常识切合人之常情, 也就最能替代意识形态

以统一人们的思想, 促成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

常识符合事之常理, 也就最能避免  意谛牢结!
可能带来的僵化和迷妄。

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就是通过诉诸常识以
达成共识的成功范例。1992年春季之前的一段时

间, 中国民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较大迷惑, 产生了较大

分歧。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之所以能够起到排
难解惑、达成共识的作用, 就因为  谈话! 揭示
了切合人之常情、符合事之常理的常识。一方面,

 南方谈话! 切合人之常情。所谓人之常情, 就

是普通百姓的思想感情。老百姓判断一项政策、

一种制度的好坏, 不是看它说得怎样, 写得怎样,

而是看它实际怎样, 看它是否真正给国家、自家

带来实惠。  南方谈话! 正是从这种人之常情出
发, 指出判断姓  社! 姓  资! 的标准  应该主
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

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

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  南方谈
话! 符合事之常理。所谓事之常理, 就是办事情

的最基本道理。一件事情办与不办, 最基本的是

看它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以及利害的大小: 有利

则行, 有害则止; 两利相权取其大, 两害相权取

其小。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 中正是从这种事之
常理出发, 针对有的人说发展  三资! 企业是发
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的人
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 %三资&
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

了资本主义, 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1#他

强调:  我国现阶段的 %三资& 企业, 按照现行

的法律政策, 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 国家

还要拿回税收, 工人还要拿回工资, 我们还可以学

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

%三资& 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

会主义的。! ∀2#由此可知,  南方谈话!正是通过揭
示常识以促成共识,从而使中国人民在坚持改革、

不断发展的共识下实现了意志的统一。

二、自由兼容

所谓自由兼容, 是指共识的达成是以广大民

众的自由意志为基石, 以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3#的兼容并蓄为特征。一方面,

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已经厌弃传统专制体制下

以君主个人专横意志为依据、通过  填鸭! 灌输
和愚民政策等方式达成的虚假共识, 向往充分反

映民意、尊重个性的真正意义的共识。这种真正

意义的共识只有通过心灵的自由来达成。另一方

面, 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走出传统封

闭社会的思想静态同一, 开始走向现代开放社会

的思想动态多元。在现代开放社会, 共识是基本

价值观念、程序规范的共同一致, 不是时时处处

的千人一调、众口一声。所以, 共识的本质是

 和!, 不是  同 !。所谓  和!, 是五味调和、
五音相和的  和!, 是包含矛盾双方的对立的统
一, 是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协调一致。所谓

 同!, 是  君所谓可!, 臣  亦曰可!;  君所谓
否!, 臣  亦曰否!。  若以水济水, 若琴瑟之专

一!∀4#, 实际上是排斥不同意见的万马齐喑。从

 和! 的本质特征出发, 共识的达成又必须采取

兼容的方式。

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就是通过自由兼容以
达成共识的成功典范。首先,  南方谈话! 之所
以能够排难解惑、促成共识, 是因为体现了自由

的精神。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 中所主张的坚持
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 并不是依据某一个人、某一个小团体的意

志, 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赞成、认同的基础上。

正是立足于群众的赞成和认同, 他指出:  只有
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

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老百姓

不答应, 就会被打倒。! ∀5#以民众自由意志为基石

的政治共识来源于自由心灵的自主选择、心悦诚

服。这种政治共识产生于公民的自由意志, 并借

此使这种自由意志本身成为政治进程的目标、过

程和结果的合法性的唯一根源。产生于民众自由

意志的共识, 不是依靠单向  填鸭!, 而是依靠
双向沟通; 不是依靠强制服从, 而是依靠教育等

等。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之所以能够悦心服
人, 达成共识, 正是因为体现了这种来源于民众

自由意志的大方向。

其次,  南方谈话! 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

是因为体现了兼容的特征。兼容意味着开放。马

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 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

克思主义的具体原则, 必须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

∃26∃



的前进不断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一代又一

代的人们的认同, 才能成为统一人们思想的共识。

另一方面, 兼容意味着包容。当时代的发展从革

命走向建设、社会的状态从封闭走向开放、党的

任务从革命走向执政, 我们必须走出过去那种势

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思维定式, 树立兼容并蓄的

新思维。只有这样, 才能使自己与他人协调合作;

也只有这样,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容易为广

大群众所接受。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体现的正
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和胸怀。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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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规

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一思想表现
了一种开放的胸襟; 邓小平还说:  计划经济不
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

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一论点
表现了一种包容的胸怀。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襟

怀, 使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目标下, 达成了新的共识。

三、存而不论

所谓存而不论, 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

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

搁置一边, 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 以

避免不必要的歧见、争论和麻烦。先哲孔子对待

鬼神与死后等问题采取的就是这种存而不论的态

度。在社会转型时期,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

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辨明真相, 弄清是非, 从而

也就很容易让众人无所适从, 莫衷一是。这时候,

为了达成政治共识, 就需要对那些一时不易弄清、

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

存而不论, 以便腾出时间大胆实践, 并通过时间

的推移消除分歧, 依靠实践证明达成共识。

邓小平的  南方谈话! 就是通过存而不论以
达成共识的成功范例。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 中
主张  不搞争论!, 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人们不可能一眼就看清或一下就说清那些不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那些一时不能看清、说

清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去争论。

他说:  不搞争论, 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

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 把时间都

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 ∀6#就是因为不争论, 人

们才能求同存异,  抓紧时间干!, 去  大胆地
试, 大胆地闯!, 在试与闯中弄清真相, 辨明是

非, 从而消除歧见, 达成共识。

仔细分析, 邓小平所主张的  不争论!, 主
要是对有关姓  社! 姓  资! 等的概念定义的问
题存而不论, 从而体现出不是拘泥于  是什么!、
而是关注  怎么样! 的实用理性。正是立足于存
而不论的  不争论! 所体现的实用理性, 邓小平

才从  怎么样! 而非  是什么! 的角度提出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和  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
产力! 的著名论断。有人认为, 邓小平的上述论

断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特殊内涵, 因为其他社

会形态也要消除贫穷, 也要发展生产力。但是,

讲求实用理性的邓小平并不拘泥于社会主义  是
什么! (即社会主义的定义 ), 从而避免了意识形

态的争论; 而是关心社会主义  怎么样! (即社

会主义的现实 ), 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实际上, 当人们被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

主义就是  一大二公! 的极左观念 (也即  是什
么! 的教条 ) 和  斯大林模式! (也即  是什
么! 的圈套 ) 所束缚的时候, 市场经济不是社会

主义、多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铁

论。这时候, 从社会主义  是什么! 的角度探讨
社会主义, 就难以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 即使有

所突破和创新, 也难以获得公众接受, 达成共识。

相反, 从社会主义  怎么样! 的角度关注社会主
义的现实� � � 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
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就容易有所突破和创新,

也容易获得公众认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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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社会主义的特点

不是穷, 而是富。而一旦人们认识到  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是

 怎么样! 的问题 ), 就能够通过只有市场经济和

多种经济形式才能摆脱贫穷、发展生产力的客观

事实, 进而  不争论! 地达成社会主义也可以是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多种经济形式 (这

是  是什么! 的问题 ) 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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