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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对邓 小平 南方谈话 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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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春邓 小平发表 的南方谈话
,

在 中 国 产

生 了深远的影响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和现代

化建设的深人发展
,

这一讲话的重要性也 日益受到

国外的重视
。

西方的主要报刊杂志都从它们 的认识

视角 出发
,

对谈话的背景及影 响进行 了报 道和分

析
。

以下根据查阅的外文资料
,

对西方学术界和舆

论 界的有关反响作些介绍
。

一
、

对南方谈话 作 出反 响 的 墓本恃况

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注

程度是逐渐提高 的
。

∋( (∋ 年底到 ∋( (� 年初
,

受 当

时国际形势的影响
,

西方关注的焦点集 中于苏联解

体和东欧剧变方面
。

起初
,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

并未引起他们 的充分重视
。

除了一些小 幅报道外
,

反响并不热烈
。

西方媒体对邓小 平南 方谈话 的重 视始 于 ∋( (�

年 ) 月 下旬以后
。

) 月 �∗ 日
,

美国 《新 闻周刊》 以

《邓的复活》为标题
,

并 以邓小平在各个历史 时期

的部分照片作封面
,

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进行了专题

报道
。

文章中说
 
当政治分析家开始以过去式谈论

邓小平的时候
,

他们再一次低估了这个小个子
。

意

思是说邓小平将再一次对现实 中 国产生重大影响
。

英国 出版的专门研究中 国问题的权威刊物 《中 国季

刊》在 ∋(( + 年 第 + 期 上
,

以 邓小平 研究 为主题
,

刊登系列文章
,

从各个角 度进行了专门研究
。

这些

研究论文虽然都是站在宏观的角度
,

着眼于邓小平

整个政治生涯的研究
,

但却都无一例外地把邓小平

到南方视察看做其政 治生涯 中 的重要事件 加 以强

调
。

此外
,

像美 国 的 《时代周 刊》
、

英 国 的 《泰晤

士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大

量报道了有关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
。

由于国外侧重于对邓小平的宏观研究
,

所以我

们难以从中找到 ∋ ( (+ 年后近 ,− 年里有专门分析邓

小平南方视察的文章
。

但是
,

在研究邓小平政治生

涯和他的中 国改革思想的宏观性文章里面
,

关于南

方视察的评述却时常出现
。

这些评述基本上是侧重

于对 南方 谈 话 的 深远 影 响 的 分 析
,

在 这方 面 以

∋(( ∗ 年邓小平 逝世 后一段 时期 为最
。

如 ∋ (( ∗ 年
,

邓小平逝世后
,

《纽约时报》
、

《新 闻周刊》
、

《泰晤

士报》等报刊都对 邓小平 的政 治生涯作 了 总体评

价
,

其 中相 当一部分对 ∋卯� 年邓小平的南方视察

作了 评述
。

� �� ∋ 年 ∋ 月 澳 大利亚 出 版的 《中 国研

究》杂志对当前的 中国政治进行了专题研究
,

其 中

几篇文章也都从不 同的角度分析到了 ∋(( � 年邓小

平南方视察的情况
。

因此可以说
,

邓小平南方谈话

在西方引起 了长时间 的反响
。

二
、

评击南方谈话 的一 些 主要瑰点

从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反应来看
,

首先是

将这一讲话 与苏东剧变相挂钩
。

他们认为邓小平发

表南方谈话 的一个 很重要 的 国 际背景就 是苏联解

体
。

国外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
,

苏联解体对邓小平

的影响是很大的
,

邓小平南方谈话 中谈及的许多话

题都是从苏东剧变事件中吸取教训为出发点的
。

沈

大伟 ./ 01 记 23 04 山05 63 7 在他的 《政治家

—
邓小

平》 一文中 明确指 出
 “

邓在退休后复 出重新点燃

改革进程的决定
,

与苏联和东欧垮 台的教训有很大

关系
” � 。

迈克尔
,

亚胡达 � !∀ # ∃ ∀ % &∃# ∋ ( ∃ ) 在他 的

文章中也强调指出
,

邓小平关于
“

苏联解体的部分

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政权 的经济失败
”

和
“

社会主义

在中国能否存在下去
,

取决于它是否能持续地提供

不断增长的经济繁荣
”

的观点
,

是他南方谈话中思

考和阐述问题的 重要背景∗ 。

《新闻 周刊》
、

《时代

周刊》 和 《泰晤士报)) 刊登的一些文章也指出
,

邓

小平进一步推动改革 的一个 目的就是 为 了 防止苏

联
、

东欧的事件在 中国重演
。

应该说
,

西方媒体的

这一观察有一定 的道理
,

邓小平 的确非常关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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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教训
,

南方谈话中也专门谈到了苏联的教训

问题
。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个反应
,

比较集

中在它对 中 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上
。

一些报道普遍认

为这一讲话 吹起 了 推动 中 国 进一步 改革开 放的劲

风
。

∋(8 ( 年 的政 治风波 后
,

西 方 国 家对 中 国 采取

孤立和制裁的政 策
,

中 国则 积极 开展全方位外交
,

在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的同时
,

不仅

和西方一些 国家改善 了关系
,

还 与一些 国家建立 了

外交关系
,

取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

有 的媒体报道

将 中 国的外交活 动与邓小平 的南 方谈话联 系在 一

起
。

∋(( � 年 � 月
,

李鹏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

联合国 各成 员 国首 脑会议并 与布什 会面
。

� 月 ,9

日 的 《时代周刊》以 《邓激起浪花》为题
,

报道邓

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
,

同时配发 了一张名为
“

打破

坚冰
 

李到达罗马
”

的李 鹏出访欧 洲 四 国 的照片
。

文章认为
,

中 国外交所获得 的成果似乎使 中国重新

迈开 了脚步
。

同一天的 《新 闻周刊》则认为
,

李鹏

在纽约的短暂露 面表 明
,

中 国 在 ∋(8 ( 年政治风波

后将 以它 自己的方式 回归世界大家庭
。

邓小平的努

力是要使中 国一方面能够在 国际形势的动荡下维护

社会 的稳定
,

另一方面积极开始实验 自由市场的改

革
。

该文还认为
,

邓小平 趋 向 于坚持这 条道路 � 。

路透社认为他的南方谈话是 向西方传递一个信息
Χ

中 国将要继续坚持进一步加快改革 ∗ ,

以此 向 全世

界表 明中 国的决心
。

应该说
,

随着 ΔΕ 世纪 8Ε 年代 中国 改革 的深入

发展
,

西方关于邓小平南方视察对中 国改革事业产

生巨 大影 响的认识在不断地 加深
。

尤其 是 788 Φ 年

邓小平逝世后
,

他们普遍认为 788 Δ 年 的南 方视察

作为邓政治生涯 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

对中 国 的发展

产生 了重大影响
。

如
,

有人认为
,

南方视察 的结果

是经济爆炸式地增长 Γ 。

有的认为
,

邓 小平 的南方

视察使外资重新 回到中 国Η 。

有 的还指 出 了南方视

察对地方改革的推动作用
,

如有文章引用一个上海

经济学家的话说
, “ 78 87 年说的最多的是

,

搞不好

了
。 ”

但是
,

邓小平南方 视察后
,

一切都变 了
,

认

为南方视察后上海实现了经济繁荣 Ι 。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 的第三个反应
,

认为它

是为即将 召 开 的 中 共 十四 大作准备
。

国外舆论认

为
,

邓小平认识到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继续推行改

革开放 的路线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

他的南方视

察正是为 788 Δ 年秋季 召开的 中共 十四 大人事安排

和理论阐述施加影响
。

有评论认为十四大也许是邓

小平要经历的最后一次党 的代表大会
,

所以
,

通过

南方视察确定基调
,

是为确定下一代领导人指明方

向
。

他们指 出
,

马上要 召开的人代会和十四大
,

对

中 国此后几年的改革非常重要
,

这也许是
“

邓小平

最后一次巩 固 自 己 的遗产 的机会
”ϑ 。

也有 人认为
“

邓小平唯一 的
、

最 大的失败是没有确保平稳交接

班
” Κ 。

他亲 自选拔的两个接班人都先后 出 了问题
,

这一年邓小平 的政治战略就是选择年轻的改革者进

人最高领导层 以便跨越经济发展的障碍
。

一些评论

认为
,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是
,

要为形成坚决瓶
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层 领导班子和维护改革开放的

成果打开通道
。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能否在中 国实际

地推行也十分关注
。

他们认为
,

邓小平南方视察前

后
,

中国 的改革面临很多问题
。

有评论指出
,

邓小

平把很多改革的难题放在了最后
,

如国有企业改造

问题
、

政府机构臃肿
、

腐败和财政赤字等 Λ 。

有的

文章还引用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分析了摆在邓小平面

前的这些难题
。

比如
,

有的文章认为 国有企业改造

问题难就难在长期 以来形成 的
“

铁饭碗
、

铁交 椅
、

铁工资
”

问题
,

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是通过增加工资

来维持 信心 的话
,

那 么
,

现 在要砸烂这
“

三 铁
” ,

面临的就是勒紧腰带
。

不解决这一问题
,

就会扩大

赤字
。

但是
,

关闭一些严重亏损 的企业
,

就会扩大

中国 的失业大军
,

导致新 的政治危机
。

另外
,

他们

还认为
,

中 国 的 搞裙 带关系
、

腐败 等 问题非 常严

重
,

犯罪率也在上升
。

对邓小平领导能力 的考验
,

最终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

国外舆论还强调

了强力推行改革开 放面临的意识形态方面 的阻力
。

有文章说
,

由于保守派 �或左派 ) 控制 了中 国共产

党的宣传机构
,

尽管邓 小平在 78 8Μ 年前 后 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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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试图重新启 动改革
,

但是他的干预并没有明显

的效果
。

他们认为
,

邓小平 试图 通过 这次南 方视

察
,

利用 其个人 在党 内和人 民 中 的威 望
,

冲破 阻

力
,

为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注人推动力 � 。

有文章

提出
,

;Φ 岁 的邓 小平能否 回 击反对他的强硬 分子

并带领中国 走出 意识形态 的樊篱
,

是对这位 Δ2 世
纪重要政治幸存者才能的考验 ∗ 。

邓小平南方视察

是试图
“

通过迁 回包抄老保守派的办法使这个国家

直截了当地 回到改革的道路上
” Γ 。

此外
,

国外有的文章还分析了南方视察对邓小

平理论的形成在其政治生涯中 的 作用
。

约瑟夫
·

菲

斯米斯特 � Π2 , 3 # Θ∀ [Β ;5 ) 认为
,

邓 小平 的南 方

视察批评 了
“

左派
” ,

中共 十四 大支持 了 邓小平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标志着邓小平政治生涯顶

峰的到来和
“

邓主义
”

时代 的开始Η 。

有人甚至认

为
,

南方视察使
“

邓小平思想
”

成了福音书 Ι 。

三
、

研 究南方谈话 的 角度

从西方舆论对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反响中
,

我们

也可以看 出他们分析这一事件的一些独特的角度
。

首先
,

有的作者把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

78 α α 年发动
“

文化大 革命
”

时的南方 视察进行 比

较
。

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的那次南方视

察有很多相似之处
。

如
,

国 际
、

国 内形势都在经历

一些较大变化
,

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有分

歧
,

两个人都在考虑关 系到党和国家前途
、

命运的

重大问题
,

并且都试图运用他们个 人的魅力施加影

响等等
。

其次
,

有的学者从邓小平的权力基础和领导方

式的角度
,

把邓小平南方视察当作一个政治现象进

行了研究
。

沈大伟认为
,

邓小平 的权力是建立在党

和国家的组织
β

_ 面的
,

与毛泽东不同 的是
,

邓小平

是一个组织者
,

他一生 的多数时间是通过一个官僚

架构来行使权力的
。

然而
,

在邓小平的晚年
,

他的

这一领导方式却遭受了挫折
,

他遇到了难以改变的

既得官僚利益和按 自己 的议程表行事的接班人
,

无

法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推动改革
。

于是他选择了南

方视察
,

通过 自下而上的压力和重新成为 引人注 目

的中心
,

取得政治主动权
。

这种举措是毛泽东在类

似情况下经常采取的
。

沈大伟还认 为
,

对政治家来

说
,

有很多通往权力的钥匙

—
掌握国 家的重大问

题的议程表 是 � 权力 的 ) 另 一来 源
。

要 做到 这一

点
,

政治家们首先要有一个 自己的议程表
,

邓小平

当然也有一个
。

他认为
,

当邓小平意识到议程表被

别人控制或不适当地干预的时候
,

就会通过各种方

式 �包括直接的 和 间接 的 ) 来 取得 主动权
χ 82 年

代初
,

邓小平不满于经济改革的速度 和
“

左派
”

对

政治的控制
,

就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χ 和毛泽

东在类似情况下一样
,

邓小平认为最有力的武器便

是 自己的威望
,

于是通过参观深圳和珠海特区这样

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对改革议程表的主动权
。ϑ 卢西

恩
·

派伊 �_∋ Υ! ∃, Ζ
.

巧∀) 则认为
Χ “

邓小平的行 为

像一个传统的中 国政 治领袖
” χ 中 国传统的政治文

化认 为
,

权威存在于神秘之 中
χ 中国伟大的政治领

导人一般都躲在权力的幕后
,

都被认为有着谦逊 的

举止和不为人知的优点
χ 邓小平虽然是中国最大的

变革年代的杰出领导人
,

他 的领导风格却 比近来 中

国其他 领导人都要 传统
χ
他把电视 带进 中 国

,

但

是
,

他在 自 己控制宜传工具的年代却很少在 电视上

露面
。

派伊指出
,

在 Ο2 年代末 和 22 年代初
,

邓小

平本来可以通过在电视上的公开攻击来挫败 自己 的

对手
,

但他没有这样做
。 788 Δ 年 % 月

,

邓小平接受

身边人的建议进行 南方视 察
,

并 在 电视上 短暂露

面
,

这一举动被 电波传向全 国
,

它表明 中国的政治

将再次转 向
,

赞扬经济 自由化和改革 的文章随之多

如潮涌
。 Κ

第三
,

也有学者从群众动员 的角度来看待南方

视察
。

认为群众动员在中 国政治的人事变动和政策

创新的合法化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χ ;Μ 年代

,

群 众

动员 与经 济的相互 影响成 为可能
χ 788 Δ 年

,

邓 小

平就运用 了这一方式 Λ 。

第四
,

还有学者从政治运行 状态人手
,

解释邓

小平南方视察
。

弗雷德里 克
·

泰韦思 � Θ此(∀ 4! ΥΡ Υ
.

?∀ ![ ∀Ο ) 撰文认为
,

中 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实现了 向
“

正 常政 治
”

的 转变
。

所 谓
“

正 常政 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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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

就是处于制度化体制最高层的领导人
,

在受到

各种问题与压力 的困扰时
,

不会受到教条的意识形

态的指引 #
领导人的 角色是将各方不 同的利益汇聚

为较一致 的方案 以满足各层次支持者的需要
,

从 而

保证政策 的执行或建立对个人或领导集体的支持
#

然而
, “

正常政治
”

往往会遇到一些无法 预见 的问

题
,

这就需要临时的突破
。

邓小平是强势领导
,

虽

然他能够很好地与这种政治运行状态保持一致
,

但

他 的确在聚集不 同的利益
、

寻求非意识形态 的结果

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不同 的迂 回策略 #
南方视察

就是很好 的例子
,

在 南方视察 中他 绕过 中 央领导

层
,

运用 自己 的能力 和历史所赋予的优势引 导体制

朝着他所寻求的
“

正常
”

的方 向前进 � 。

必须指出
,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评论
,

有

许多片面甚至歪 曲之处
。

最主要的是
,

普遍存在 曲

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倾向
,

主观臆断这一讲话

旨在转变 中国 的发展方向
,

向资本主义靠拢
。

这是

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所决定 的
,

并不奇怪
。

但他们

对南方谈话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把握
,

不能不说还是

有一定的敏感性
。

事实上
,

他们正是从诸如解放思

想
、

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先进有用的东西
、

社会主义

也可以发展市场等重大问题的把握上
,

意识到南方

谈话将对 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大 的变化
。

这样一种预

感性的认识
,

已经为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中 国改革和

发展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

他们 的一些分析角度也很

难说不是一管之窥
,

甚至有很多夸张
、

扭曲之处
,

但也正是因 为这样
,

他们提 出 的一些问题就更值得

我们分析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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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民法
、

商法在军 阀

暴力政治下显得多么苍 白无力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现象 ν 从根本上说
,

法律
、

法规不是近代中 国经济

状况 的真 实
、

客 观的反 映
,

而大多是 西方法 律 的
“

器官
”

移植
,

并且为军 阀所 摆布
。

李 大钊明 确指

出
Χ “

依 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
,

社会上 法律
、

政 治
、

伦理等精神 的构造
,

都是表面 的构造
。

他的下面
,

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
。 ” � 中 国 近代经济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
。

这种经济性质
,

对中 国

法制现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
Χ
一方面

,

近代 以来商

品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
,

提出

了政治法律上的 民主宪政要求
,

形成 了中 国法律走

向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
。

另 一方面
,

半殖民地半封

建经济所具有的对帝国 主义经济的依赖性和广大农

村仍然稳固 而强大的 自然经济基础
,

对现代 民主宪

政制度又具有强大的排斥和抵抗力
,

成为法制现代

化的障碍因 素
。

根据唯物史观
,

欲谋求 中国社会的

改造
,

欲进行政治法律制度 的变革
,

必须改变社会

经济制度
。

因 为
“

经济问题的解决
,

是根本解决
。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
,

什么政治问题
、

法律 问题
、

家

族制度问题
、

女子解放问题
、

工人解放问题
,

都可

以解决
”∗ 。

可惜
,

李大钊过早地牺牲 了
。

他没有 能够看到

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 国
,

没有能够看到法

制现代化实现
。

今天
,

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道路上奋勇迈进
, “

依法治国
”

早 已 成为全 国人 民

的共识并 在实践 中 不 断被推进
,

法 制现代 化终能

实现
,

这足可告慰中 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的

英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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