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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 日

,

邓小平出访朝

鲜回国
。

邓小平在东北三省
,

视察本

溪
、

大庆
、

哈尔滨
、

长春
、

等地
,

作了多

次的重要讲话 �后称
“

北方谈话
”

�
。

“

北方谈话
”

内容丰富
,

它 的主要观点

为后来形成并被称为第一个解放 思

想
、

实事求是 的宣言书
,

提供了重 要

的思想来源
。

它的历史 功绩
,

可以与

��年后 的
“

南方谈话
”

形成的第二个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的宣言书相媲

美
。

重温两次谈话
,

对我们深刻理解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
,

更好地指

导实际工作
,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

审时度势
,

拨正航向

—
两次谈话的政治意义

两次谈话 的发表
,

使走到十字路 口的中国在
“

山重水复疑无

路
”

的关键时刻
,

出现 了
“

柳暗花明又 一村
”

的壮丽景观
。

邓小平的
“

北方谈话
”

发表前
,

中国正面临着走向何方的历

史抉择
。

在经历了十年
“

文革
”

的劫难之后
,

国家元气大伤
,

百废

待兴
,

百业待举
,

再加上十年
“

文革
”

流毒的影 响
,

思想上坚持
“

两

个凡是
” ,

政治
�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组织上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
,

经济上急躁冒进
,

党和 国家还 未能从
“

左
”

的错误和经济的困境

中摆脱出来
。

在国际上
,

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从��年代起由高潮走

向低潮
,

各社会主义 国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时举步维艰
,

进展缓

慢
,

��年代后
,

更呈停滞状态
。

而同期的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开始

调整其经济政治政策
,

经济发展较快
。

资本主义 还对社会主义采

取了和平攻势
,

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构成对社会主义前所 未有

的挑战和威胁
。

面对这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

邓小平发表了
“

北

方谈话
” 。

开始解决长达 ��余年 的
“

左
”

倾错误
,

恢复实事求是 的

思想路线
,

推动党的工作重点战略转移
,

加快经济发展
,

巩 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

�� ��年
“

南方谈话
”

发表前
,

中国

又面临着各方面的危机和挑战
。

从国内情况看
,

��年代
,

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
,

整个国民经济上 了一个新

台阶
。

但是
,

在前进中也 出现 了一些 问

题
,

主要是通货膨胀严重
,

物价上涨过

快
,

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
、

快速
、

健康

发展
。

��� �年在北京又发生 了危及国家

政权的政治风波
,

国内
“

左
”

的思 潮蔓

延
,

使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受到干扰和

影响
。

与此同时
,

世界格局发 生突变
,

苏

联解体
、

东欧剧变
,

速度之快
、

结局之
�

渗
,

令人始料不 及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条件下
,

邓小平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
“

南方谈话
” 。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定 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
,

坚持走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同时为进一步推

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

求真务实
,

勇于创新

—
两次谈

话的理论意义

问渠哪得清如许
,

为有源 头活 水

来
。 “

北方谈话
”

与
“

南方谈话
”

有着同本同源的本质特征
。

如果将

两次谈话作一个比较
,

前者是嫩芽
,

后者是大树
,

二者在邓小平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应该是相提并论的
。

�� �� 年秋
,

邓小平视察哈尔滨等地发表的
“

北方谈话
” ,

其主

要观点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其一
,

必须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邓小平在

谈话中反复强调
,

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他说
�
现在摆在我们面

前的问题
,

关键还是实事求是
、

理论联系实际
,

一 切从实际出发
。

不论搞农业
、

搞工业
、

搞科学研究
,

搞现代化
,

都要实事求是
,

老

老实实
。

他还多次指出
,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

就是要在每

一时期
,

处理各种方针政策时
,

都坚持从实际出发
。

一切从实际

出发
,

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

其二
,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

邓小平在
“

北方谈话
”

中多次阐

述 了这一问题
。

他提出
, “

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

逐步消

灭贫穷
,

不 断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
。 ” “

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 ,

如果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

社会主义 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比

资本主义国家慢
,

还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我们一定要根据现

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
,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
,

使人

民的文化生活
、

精神面貌好一些
。

邓小平还多次动情地说
, “

我们

太穷了
,

太落后 了
,

老实说对不起人 民
。

我们的人 民太好了
。 ” “

我

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
,

改善人 民生活条件
。 ”

其三
,

必须搞改革开放
。

针对我国现行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
,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进行改革
,

他说
�
从总的状况来说

,

我国体

制
,

包括机构体制
、

企业管理等
,

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
,

是一种落

后 的东西
,

人 浮于事
,

机构重叠
,

官僚主义严重
。

有好多体制问题

要重新考虑
。

按劳分配
,

这是邓小平一直思索的一 个问题
。

他明

确指 出
,

不能搞平均主义
。

要把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到实处
,

就要

实行奖励制度
。

邓小平 还最早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 想
,

他说
,

要

到 发达 国家去看看
,

好好向世界先进 经验学 习
。

他特别强调
� “

引

进技术改造企业
,

第一要学会
,

第二要提高创新
” 。 “

一句话
,

就是

要革命
,

不要改 良
,

不要修修补补
” 。

邓小平 �� � �年的
“

北方谈话
”

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

路
、

新办法
,

后来经过充实发展构成 了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

如果

把邓小平的
“

北方谈话
”

与邓小平理论作比较
,

我们会发现
,

前者

硒�的重要意义

��



为后者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 � �年的春天时
,

已是毫羞之年的邓

小平
,

接连视察武昌
、

深圳
、

珠海
、

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

这就是后来史称的
“

南方谈话
” 。

与
“

北方谈话
”

相对应
,

�� � �年
“

南方谈话
”

更加体现 出邓小平对一些影响长远的理论问题深人

的思索
。

这次谈话也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
,

形成理论体系的重

要标志
。

其主要观点为
�

第一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

这 是邓小平
“

南方谈话
”

的

核心 内容之一
。

他强调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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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

动摇不得
。 ”

他还说
�
我国发展

这么快
,

使人民高兴
,

世界瞩 目
,

这就足以证明
,

三中全会以来
,

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正确性
,

谁想变也变不 了
。

说来说去就是一句

话
�
坚持这个路线方针

一

不变
。

第二
,

坚持改革开放
,

加快发展不动摇
。

这是邓小平
“

南方谈

话
”

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

他反复强调
�
改革开放

,

胆子要大一

些
,

敢 于试验
,

不能像小脚女人 一样
,

看准了的
,

就大胆地试
,

大

胆地闯
。

没有一点 闯的精神
,

没有一点
“

冒
”

的精神
,

就走不出一

条好路
,

走不出一条新路
,

就 干不出新的事业
。

他还说
�
稳定发展

我赞成
。

但是
,

只要 能快一点
,

还是要快一点
。

胆子要更大一点
,

放得更开一点
,

不能胆子没有 了
,

雄心壮志也没有了
。

第三
,

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
。

邓小平在
“

南方谈话
”

中
,

多次

讲到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他说
�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

,

不是靠

本本
,

而是靠实践
,

靠实事求是
。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

这个发明

权是农民的
。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
,

我

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

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

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
,

现在搞建设
,

搞改革也靠这个
。

第 四
,

坚持发展才是硬 道理
。

在
“

南方谈话
”

中
,

邓小平提出

了一个新思想
,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

他指出
,

我们国家一定要发

展
,

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这个思想的提出
,

不

只是从经济角度讲的
,

更重要 的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

他指出
,

如

果中国不加快发展
,

而周边国家和地 区又发展较快
,

老百姓一 比

较就有了问题
。

这里说的比较
,

就是 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

高谁低
,

而且也是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

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

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

实践证明
, “

南方谈话
”

具有理论上的深刻性和创新性
,

把邓

小平理论提到了新高度
,

是代表邓小平理论
“

走向成熟的集大成

之作
” 。

综上所述
,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着理论

认识的飞跃
,

孕育出理论创新的硕果
,

而
“

北方谈话
”

和
“

南方谈

话
”

正是见证了这颗硕果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

�� � �年的
“

南方谈话
”

发表后
,

中国大地再一次涌动起改革

开放 的新浪潮
,

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
、

加快发展的决

策
,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目标
,

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进人新的阶段
,

中国发展呈现出一 派新气象
。

实践证明
,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
,

经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奋

斗
,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

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
,

社会 主义 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

并已初步建立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逐 步形成 了多层次
、

全方位
、

宽领域的

对外开放格局
,

昂然自信地立于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之中
。

在 困难

面前
,

我们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特大洪水灾害
,

经受 了
“

非典
”

和
“

禽流感
”

的考验
,

并且顺利地解决了香港
、

澳门问题
。

一个曾

被预言连温饱也无法解决的国度
,

实现 了从短缺经济到小康社

会的飞跃
。

这一切都说明
,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整个国家面貌发生 了举世瞩目的巨

大变化
。

择机准确
,

果断决策
—

两次谈话 的历史启示

高举旗帜
,

奋勇前进

—
两次谈话的实践意义

积水成渊
,

聚沙成塔
,

两次谈话成功地指导 了中国实践
,

取

得了巨大的成绩
。

“

北方谈话
”

的发表
,

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
,

为中央工

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提供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

我们党在完成了指导思

想和重大是非上的拨乱反正的基础上
,

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建设
,

在经济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要

举措
,

使得我们国家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
,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两次谈话获得巨大的成功
,

比较其成功 的原 因也有相同之

点
�

一是
,

两 次谈话都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这是谈话取得

成功的首要前提
。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活的灵魂
,

也是邓小平

理论的精髓
。 “

北方谈话
”

和
“

南方谈话
”

都是坚持了解放思想
、

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
。

在

十年
“

文革
”

刚结束
,

面临
“

两个凡是
”

禁锢的时候
,

在
“

北方谈话
”

中提出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

的进行
。

�� � �年南方谈话又重申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对中国发

展再一次起到了指导作用
。

可以说
,

我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中的每一个新举措
、

每一个理论突破都体现了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的精神
。

历史证明
,

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

现伟大飞跃的基本前提
。

反之
,

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难以

估量的损失
。

只有进一步坚持党 的思 想路线
,

才能开拓进取
,

创

造出新的业绩
。

二是
,

两次谈话都是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下
,

从实际情况出

发
,

抓住主要矛盾
,

解决具有决定意义 的问题
,

这是谈话取得成

功的保障
。

“

北方谈话
”

发表之时
,

中国面临的 主要矛盾
�
一是如何冲破

“

两个凡是
”

的精神枷锁
,

把全党
、

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 和凝 聚到

正确的轨道上来
。

二是如何及早果断停止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把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

三是如何调整我 国对外

政策
,

打破闭关锁国
、

自我封闭的僵局
,

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四

化建设的外部环境
。

邓小平在迈出南巡脚步前
,

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主要矛盾

是
�
一是如何看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方针 和政

策
。

二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 的问题和 困难
。

三是如何

看待姓
“

资
”

姓
“

社
”

之争
。

邓小平抓准 了这些矛盾
,

提出了新方

略
,

拿出了新举措
,

作出了新决策
,

把伟大的祖国引上 了通往胜

利 的新航道
。

在邓小平诞辰 ��� 周年之际
,

我们可以说
, “

北方谈话
”

的历史

地位完全可 以与
“

南方谈话
”

相提并论
,

并且有理由相信
,

随着实

践的发展
, “

北方谈话
”

的重要意义将会与 日俱进
,

更加灿烂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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