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时 俱 进 的 理 论 品 质

一 脉 相 承 的 科 学 体 系
‘

—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

“

七一
”

讲话

龚 学 平

十年前
,

在我国改革和发展 的重要历史关头
,

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之为是新时

期吹响解放思想号角的
“

第二个宣言书
”

的南方谈话
。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用很朴实的语

言
,

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

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
,

深刻回

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

新观点和新论断
,

为进一步探

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

把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 的认识
,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

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篇章
,

也是邓小

平理论最终形成的重要标志
。

十年来
,

在南方谈话精神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
,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

都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
。

这一点
,

上海的建设者体会更为深切
。

上海 �� 年代取得的令世界瞩目

的辉煌成就
,

就是始终坚持南方谈话中强调 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的思

想
,

闯出了一条
“

三性统一
”

的
“

三特
”

发展新路
。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
,

离不

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

离不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

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 日子里
,

我们更加觉得
,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

按照江泽 民同

志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的要求
,

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

做好我们当前的各项工作
,

不断夺取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

就是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
,

也是对邓小

平同志的最深切的缅怀
。

一
、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
,

深刻认识

南方谈话和
“

七一
”

讲话的精神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的一条规律就是在坚持中发展
,

在继承中创新
,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 的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江泽民同志的
“

七一
”

讲话
,

是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 的两篇充满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

二者是一脉

相承
、

内在统一 的
,

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一致性
。

第一
,

在思想路线上
,

从南方谈话到
“

七一
”

讲话
,

都贯穿着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这根红

线
。

南方谈话从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许多

� 本文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在 � 月 �� 日召开的
“

南方谈话与
‘

三个代表
”

—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

年
”

座谈会上的讲话
。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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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这一实际出发
,

围绕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这个根本 问题
,

提出了
一

系

列新思想
、

新观点
、

新论断
。 “

七一
”

讲话从世纪之交国际国 内形势以及党自身发生的变化这一

实际 出发
,

围绕
“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
”

这个问题
,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

新观

点
、

新论断
。

这些新思想
、

新观点
、

新论断
,

都渗透着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
,

都是坚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产物
。

第二
,

在立场
、

观点和方法上
,

从南方谈话 到
“

七一
”

讲话
,

都把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 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贯穿始终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也是共

产党 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

南方谈话和
“

七 一
”

讲话
,

都着眼干党和 国家事

业 的长远 发展
,

着眼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怎样理解
、

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 义
,

运用马克思 主

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研究新情况
,

分析新问题
,

总结新经验
,

形成新 认识

第三
,

在理论逻辑上
, “

七一
”

讲话是继 南方谈话以后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又一次新 的飞跃
。 “

七一
”

讲话继承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本思想
,

又根据新的变 化 了

的实际
,

作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

对党的历史经验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加强党的建设 以技党

的历史任务都作了系统阐述
,

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特别是党建学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和境 界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创新篇章
。

总的来说
,

从南方谈话到
“

七一
”

讲话
,

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
、

基本路线
、

基本纲领
,

体现 了

我们党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而实现的新创造
、

新发展
,

它们既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同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

不断开辟新的境 界的进程中
,

也

统一于指导我们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

二
、

在 解 放 思 想 中统 一 思 想
,

在

统 一 思 想 中形 成 强 大 的 精 神 力量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
,

表面上看似乎有点矛盾
,

实际上是统一 的
。

解放思想是统一思想的

基础
,

统一思想形成全党的统一行动
,

又是解放思想 的 目的
。

全党 的思想越解放
,

认识越符合

客观实际
,

思想越容易统一
。

反之
,

越是抱着本本不放
,

停留在不合时宜的观念中
,

思想越难统

一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

而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
,

是凝聚

人心
、

凝聚力量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保证
。

思想僵化
、

因循守

旧
,

必然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 相反
,

如果思想混乱
,

各行其是
,

互不买帐
,

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发

展
。

只有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

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

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

供政治和思想上的保证
。

第一
,

在解放思想 中统一 思想
,

是 宣传 思想战线 的一项 重要任务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我们

对国际形势基本的判断是
� 总体和平

、

局部战争
,

总体缓和
、

局部紧张
,

总体稳定
、

局部动荡

�
·

�� 事件后
,

国际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特点
,

变换多端
,

难成定论
。

就国内而言
,

改

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多样化的情况
。

特别是加人

� �� 以后
,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有新的发展
,

我国在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 上

与国外的合作机会变得更 多
,

同时
,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

经济
、

文化
、

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对

我们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

如何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
、

如何

在文化领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
、

如何在不确定 因素和热点难点增多的情况下
,

在

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抓住机遇
、

发展 自己
,

在意识形 态上坚持马克思 主义 的指导地位
,

用邓刁
、

平

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
,

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深入研

究
、

认真思考
,

做好工作
,

深人回答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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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在解放思想 中统一思想
,

就要正确把握好解放 思想的 时代 内涵 贯彻解放思想
、

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
。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强调 的解放思想的任 务

与我们现在强调的解放思想 的任务已 经有 了新的变化 当前我们强调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和

内容就是江泽 民同志在
“

七一
”

讲话中所概括的
“

三个解放 出来
” ,

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党的基本

理 沦指 导下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
、

做法和体制中解放

出来
,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 上学的侄桔中

解放出来
。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 主义理论
,

排除错误的倾向和影响
,

有
“

左
”

反
“

左
” ,

有右

反右
,

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
“

左
” ,

不断地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

我们上海 �� 世纪

�� 年代的大发展
,

就得益于
“

敢 闯敢试
”

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精神
。

在今天新形势下
,

思想解

放要达到新的高度
,

就是要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实事求是 的本质要求
,

力争做到
“

三个更加
” ,

即更加注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

更加注重按照法律法规办事
,

更加注重按照

国际通行规则办事
,

使我们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
。

第三
,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

要做到
“

三个统一
” 。

这
“

三个统一
”

是
,

要把全党全国人民

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 沦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上来
,

统一 到党中央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

重要判断和决策上来
,

统一到党中央对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部署
�

�来 今年我们党要

召开十六大
,

这是我 国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

的 一次极为重要 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

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

思想理论界和宣传部门的同

志们正精神饱满地以自己的努力工作迎接十六大的召开
,

思想理论领域也表现得 比较活跃
。

在这重要时刻
,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散播小道消息和错误

言论
,

挑拨离间
�

造谣生事 因此
,

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

要处理好

研究无禁区
,

宣传有纪律 的关系
,

把握好舆 沦导向
,

切 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积极有效地做好

引导工作
,

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很重要 的任务
、

第四
,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

就是要深刻认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
、

列宁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

执

政之基
、

力量之 源
,

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
、

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坚强领导核心的

基本要求
,

也 是我们在新时期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

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
、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

新
,

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坚持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就是坚持马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我们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
,

既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
,

也要做统一思想的促进派
。

要加大

理论研究和宣传力度
,

写出深入浅出的高质量的理论文章
,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

把道理说

允分
、

说清楚
,

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
“

三个代表
”

思想
、

理解
“

三个代表
”

的重大意义
、

体会
“

三

个代表
”

的精神实质
,

使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深人人心
,

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巨大

物质力量
。

三
、

以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深入研究和正确回答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迎接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

以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是我们加强理论研究
,

推动理论武装工作的根本要求
。

深

入研究和正确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是党的理论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重要责任 我们上海理论界 也要努力拿出有深度
、

有分量
、

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
,

迎接党

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
、

一 � 一



一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
、

学以致 用 的学风
。

理论研究的 目的就是为了指 导实际工作
,

解决实际问题
,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发展
,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

学有所用
。

做到了这一点
,

也就做到 了理论联系实际
。

现在 的情况是
,

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
,

也出了不少书
,

但

不少数量 的理论文章和理论书籍很少受人重视
,

看的人也很少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这些

文章和书的理论表达 比较空洞
、

枯燥
,

过于
“

理性化
” ,

用理论来套理论
,

缺乏事实说明
,

缺乏说

服力和感染力
,

不能帮助人们解疑释惑
。

要改变这种状况
,

在学风上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

不行 的
。

理论文章的价值和影响不在于它的标题多 么新奇
,

内容多么
“

深奥
” ,

最终取决于它在

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

所以
,

转变学风就要在理论对实践的指 导方面多下功

夫
。

二要抓住 重大理论和 实践 问题
,

集体攻 关
。

当前
,

世界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科技正在发生重

大变化
,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
、

新 问题
,

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
,

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科学的 回答
。

江泽民同志在
“

七一
”

重要讲话中

提 出
,

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

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

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 要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

还比如
�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

党的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
、

剥削问题
、

先进文化的问题等等
,

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心 的
。

解决

这些 问题要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要靠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互动
,

形成合力
,

只靠单枪 匹

马
、

一两个人在那里单干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

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综合的
、

多学科的
。

比如
,

研

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

不研究世界经济
、

哲学
、

历史学
、

政治学
,

是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的
。

希望我们上海 的理论界
、

特别是
“

五路大军
”

联合起来
,

形成合力
,

成为一支理论创新的集

团军
,

集中力量打
“

大仗
” ,

避免低水平重复
,

力争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形成突破
,

努

力产生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

三要在理论创新上下 功 夫
。

理论研究只有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
,

才能具有超前意识
,

对实

践真正发挥指导作用
。

理论研究往往带有一定的探索性
,

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预见不一定完

全正确
,

但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

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勇于探索
,

大胆创新
。

如果

因为怕犯错误 而因循守 旧
,

原地踏步
,

总是跟在人家后面
,

满足于人云亦云
,

只作抄抄搬搬的

工作
,

就很难有原创性的理论学术成果产生
。

当然
,

作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
,

也要在机制
、

体制

上不断探索理论创新的规律
,

为理论创新创造 良好的环境
。

四要甘于寂 寞
,

志存高远
。

理论研究是十分辛苦的工作
,

是要坐
“

冷板凳
”

的
。

没有在崎岖

小道 上攀登高峰的精神
,

没有对理论事业的热情
,

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是不会有大作为

的
。

现在学术理论研究存在一种不太好的倾向
,

这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急功近利
,

围着市场

转
,

热衷于企业课题的策划制作
,

热衷于简单地编论文集
,

热衷于做学术理论
“

明星
” ,

赶场子
、

赶稿子
、

凑热闹
,

制造一些既经不起实践也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泡沫 � 忽视潜心钻研基础理

沦
,

忽视深人实际调查研究
,

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出影响广泛和深远的学术成果 呢 � 大家都知

道
,

马克思写《资本论》
,

就花了几十年时间
,

这种精神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

前提
,

基础理论搞不好
,

科学和学术要有突破是不太可能的
。

因此
,

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要舍得

投 人 作为理论工作者
,

要耐得住寂寞
,

愿意坐
“

冷板凳
” ,

作为领导部门要对这些同志在工作

上
、

政治 仁和生活上关心
,

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理论研究环境
。

这里我还想重复过去的老

话
,

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要以
“

十年磨一剑
”

的精神
,

甘 于寂寞
,

志存高远
,

努力拿出能够体现

上海 乃至中国特色和水准的理论成果
,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
。

一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