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
精神和创新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

,

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
。

“

实事求是
”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赵修义 教授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

又一次阐发了党的思想路线
,

强调
“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
” 。

在这篇文献中
,

小平同志阐发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所必须解决的主

要问题
。

首先
,

是要坚持经过实践检验为真理的东西
。

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国所取

得的举世瞩 目的成就
,

人 民群众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拥护
,

接着指 出
,

实

践
“ 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正确性
,

谁想变也变不了
。 ” “ 只有坚持这条

路线
,

人 民才会相信你
,

拥护你
” 。

正是依据于这样一条实践标准
,

小平同志作出了 “ 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
,

动摇不得
”
的结论

。

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
,

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做到的
。

第二
,

是要解放思想
,

敢于试验
,

及时总结经验
,

不断解决新问题
。

小平同志指出
,

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

成一套更加成熟
、

更加定型的制度
” 。

因此一方面要大胆地试验
,

另一方面要及时地总结经验
,

“
对的就坚持

,

不对的马上改
” 。

即使是基本的政策
, “

随着实践的发展也要该完善的完善
,

该

修补的修补
” 。

对于新问题的出现
,

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 “

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
” ,

关键在于
“新问题出来要抓紧解决

” 。

第三
,

让实践经验说话
,

由实践来解决人们对改革的不同认识问题
。

他强调
“

人 民
,

是

看实践
” 。

因此
,

对待改革开放的不同意见
,

要采取 “允许看
,

但要坚决的改 ” 的办法
。

第四
,

把握规律和把握机遇相结合
。

针对 年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

内遇到的挫折而引起的思想和认识问题
,

小平同志强调必须把握 “ 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

势
” ,

正确认识历史发展中的各种 “规律性的现象
” ,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同时又强调了
“

抓

住机会
”

的重要性
。

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
,

他指出
, “

要抓住机会
,

现在就是机会
” ,

不要丢

掉机会
。

把握规律和把握机会是实事求是取得正确认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二者不可缺

南方谈话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郑忆石 副教授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时
,

认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

现
,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需要哲学和经济

学基础
。

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
“

三个有利于
”

的标准
,

以及关于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的新

观点
,

既在唯物史观上
“

扬弃
”

了
“

庸俗经济决定论
”
和

“
上层建筑决定论

” ,

又突破了 “ 市

场经济一资本主义
”

的非科学的理论框架
,

从而在哲学和经济学的层面上
,

把握住了当代中



国的本质
,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经济学基础
。

南方谈话一个突出的特点
,

是强调理论必须转化为实践
,

由实践来检验
、

推动
,

并在总

结实践新鲜经验的基础上
,

使 自己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

邓小平同志要求人们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

要敢于试验
,

大胆地闯
,

不搞争论等
。

尤其是他强调
“

不搞争论
” ,

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 “

不争论
” 主要指不要作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

。

让实践来回答和检验一种

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
,

而不是纠缠在理论教条的抽象争论上
。

这一种扬弃长期以来
“
左

”

的

教条主义
、

本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

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
。

与此同时
,

邓小平又强调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

认为只有在发展马克

思主义中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

因为离开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
,

只能是盲 目的实践
。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

潘世伟 党委 宣传部长
、

副教授

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
,

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的突破
。

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

从空想形态转变为科学形态
。

其后是列宁
、

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使社会主义

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社会现实形态
。

这两次突破表明
,

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阶段式地向前推进

的
。

当时代的演进提出某个根本性的主题并且条件逐步成熟之后
,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

然会酝酿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

自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形态以来
,

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

即

创建全新的经济制度
,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

这一实践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也遇到 了许多

难题
。

于是
,

人们开始思考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似乎不能仅仅停留于局限于基本制度

层面 在基本制度层面背后
,

是否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核

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和世界
,

最为集中地积聚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各种矛盾
、

疑惑和困难
,

从而再次把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根本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究竟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非常沉着地等待着实践发展本身提出的这一历史性挑战
。

而且
,

当客观事变

一旦提出需求后
,

便毫不迟疑地极其深刻地给予了解答
。

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

质间题的科学论断
。

这一论点超越了前人
,

也超越了同时代人
,

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

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

我们懂得了
,

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不解决本质间题
,

基本制度即使建

立起来
,

也很难 自我调整 自我完善
。

基本制度建设要服务于服从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需要
,

凡是不相适应的具体制度都是可以改革的
。

同时
,

本质又是通过基本制度来体现的
,

因此要

以充满活力的具体制度来保证本质的实现
。

我们深刻体会到
,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

定型
,

更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本身的一次飞跃
。

在这个意义上
,

可以说南方谈话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生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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