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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

从南方谈话到十四大
、

十五大
、 “ 七一 ”

讲话

龚 育 之

年前发表南方谈话 的时候
,

邓小平 同志已经
“

全 退
” 。

按 他 白己 的 说法
,

已 经 是
“ 一 位退 休 老

人
” 。

但是
,

正 如他在请求全退致 中央政 治局 的信

中所说的
“

作为一 个 为共产 主 义事业 和 国家 的独

立
、

统一
、

建设
、

改革事业奋 斗了几 十年的老党员

和老公民
,

我的生命是属于党
、

属 于 国家的
。

退下

来以后
,

我将继续 忠 于 党 和 国家 的事业
。 ”

又如他

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 同志时的讲话 中

说的
“

我虽然离开 军 队
,

并 巨退休
一

了
,

但我还

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
,

关注国家的事业
,

关注军 队

的前景
。 ”

作为这种继续忠于 和关注的集 中表现
,

就是收

入 《邓小平文选 》第 一 卷最后 一部分的 篇谈话
,

包括同党中央 和地方领 导人 的 谈话
,

还包括同来访

的外国领导人和华裔学者
、

企业家的谈话
,

谈 了许

多关于 国际形势和 国内发展 的战略思想
,

最重要最

系统的则是这篇有深刻理论和政治 内涵
、

对新时期

历史发展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南方谈话
。

毛泽东 年关于不 再 当下届 国家 主席一事
,

在陈叔通
、

黄炎培 的一封信件上
,

有几段批语和注

文
。

他说
“

此事 去年在北戴河 已 在儿十人 的会 上

讲过
,

大家认为可行
。

并且谈到党的主席
,

也认为

将来 适 当时机 可 行
,

只是 暂时还 不 可 行
。 ” “

刘
、

周
、

朱
、

陈
、

邓
、

彭真阅
,

请小 平印发全体中央委

员
、

候补委员
,

党 的全体八届 全 国代表
,

各省市 区

党委 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所 有代表 及 政 协 委员
。 ”

陈
、

黄两人对 毛同民主党派人士谈及 的此事是期期 以 为

不可的
。

毛则坚持这个意见
,

党 中央也 同意这个意

见
。

针对陈
、

黄信中所 说
“

集体领导 中突出的个人

威信
,

仍是维系全 国 人民的重要一环
” ,

毛泽东注
“

我仍存在
,

维 系人 心 的个人威信不 会 因不连任 而

有所 减 弱
。 ”

毛泽 东 还 说 不 任 国 家 主 席
,

便 于
“

集中精 力研究 一些 重 要 问题 例 如在最 高国 务会

议上
,

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
,

在必要时我

仍可以做主题报告
” 。

从这些批语看来
,

年党

的八大修改党章
,

规定
“

中央委员会认 为有必要 的

时候
,

可 以设立 中央 委员会 名誉主席一人
” ,

就是

为此作准备的
。

后来
,

不再任 国家主席 的事按毛泽

东的意见办了
,

由于情况和想法 的变化
,

毛泽东在

党的主席任上终其一生
。

但是
,

毛泽东关于可 以不

任国家主席
,

甚至也可 以不任党 的主席
,

仅 以政治

局委员的资格也可 以对 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意见
,

这个政治设想是很富于创见的
。

邓小平 则 更 进 一 步
。

他全 退 了
,

连 政 治局 委

员
、

中央委员都不 当了
。

他 以一个
“

退休老 人
”

的

资格
,

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

仍然对党和 国家的

大政方
一

针发表了系统的意见
。

凭 的是什么 凭 的是

他作为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
、

十一

届 三 中全会 以后新 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

所拥有

的崇高的个人威信和 丰富的政治经验
,

凭 的是他与

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

凭的是他对 国际国内形势观察

的敏锐和深刻
,

凭 的是他对 国际国内战略主张的新

颖和正确
。

一个
“

退 休 老人
”

的主 张
,

要 成 为党 的 主张
,

当然必须经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各级组织
。

南方

谈话整理成稿后
,

中共 中央认为很重要
,

在党 内印

发 了
“

中共 中央文件
” 。

中共 中央政 治局开会
,

讨

沦我 国改革 和 发展 的若干重 大 问题
,

公 开 发 表消

息
,

也就是发表了 中共 中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表示赞同的正式意见
。

由中共 中央 的正式意见
,

再

变成党的第十四 次全 国代表大会 的指导方针
, “

东

风吹来满眼春
” ,

全党全 中国人 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

改革和发展出现奔腾澎湃的崭新局面
。

记得我们几个人在一篇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

艺卷的文章中说过

一篇谈话
,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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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会
,

年 月党的十四大

一部著作
,

现在出版的新一卷 《邓小平文选 》
。

三件大事
,

连为一体
,

已经
、

正在并且必将对

中国局 势 的发展
,

对 中国社会 主义 的前途 和命运
,

发生深远的影响
。

应该说
,

这不只是几个人 的观察和评价
,

它代

表了当时许多人的观察和评价
。

党的十四大
,

是怎样评价南方谈话的呢

最有实质性 的一句话就是
“

以 邓小平 同志 的

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
,

我 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人 了一个新的阶段
。 ”

十四大以后
,

通常 的说法
,

就是 以邓小平 同

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 大为标志
,

我 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新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年初
,

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
,

中央党校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召 开座谈会
。

这个会要不要开
,

是听到过不 同议论 的
,

我们坚决

地开了
。

我作了一个发言
,

是个人发 言
,

也有代表

中心发言的意思
。

题 目是 《邓小平南方谈话 和 中国

改革发展新 阶段 》
,

作 了 四点概括 从 总体特征 上

说
,

这是抓住机遇
、

深化改革
、

扩大开放
、

促进发

展
、

保持稳定的新 阶段 从发展水平上说
,

这是实

现翻两番
,

走近小康社会 的新 阶段 从深化改革上

说
,

这是明确 目标
,

加快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的新阶段 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
,

这是高举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旗帜
,

奋 勇前进 的

新阶段
。

这个会是 月 日开 的
,

没有想 到 月

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
。

这篇纪念南方谈话 五周年的

文章
,

就作为纪念邓小平逝世的文章发表 了
。

年 月
,

召开 了的党 的十五大
。

十五大最

重要的贡献
,

是提 出了
“

邓小平理论
”

这一科学概

念
,

并把它同马列 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一起
,

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

其实
,

这个概念在十四大时

已经呼之欲出
,

只是 由于邓小平 同志还健在
,

所 以

还没有用这个概念
,

用 的还是叙述性 的语言
“

邓

小平同志建设 有 中国特 色社会 主 义 的理论
” 。

邓 小

平逝世后
,

十五大高举
“

邓小平理论
”

的旗 帜
,

并

以此为特点而载入党的史册
。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 中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作 了

怎样的历史评价

十五大报告说
“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

是在国际 国 内政治风波 严峻考验 的重大历史关 头
,

坚持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来 的理论和路线
,

深刻 回答

长期束缚人们思想 的许多重大认识 问题
,

把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 推进 到新 阶段 的又一个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的宣 言书
。 ”

这是 比照着对第一个宣 言书

的评价来写的
。

年邓小平 《解放思 想
,

实事求

是
,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
,

实际上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

被十五大评价为是 在
“

文化大

革命
”

结束 以后
,

中国面临 向何处去 的重大历史关

头
,

冲破
“

两个凡是
”

的禁锢
,

开辟新时期新道路
、

开

创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

这里讲 了两个历史关头
,

都是 中国面临 向何处

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

讲 了两个划历史 阶段
,

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辟 了在改革开放 中进行现代化建设 的历

史新时期
,

南方谈话和党的十 四大把新时期 的历史

推进到新阶段
。

十五大报告 对南 方谈话 的评价
,

深 刻而准确
。

它是经过从南方谈话到十五大五年多历史实践 的检

验而作 出来的
,

又经过从十五大到现在将近五年 的

实践而证明经受住 了历史的检验
。

十五大结束的时候
,

我们又写过一篇文章
,

在

回顾 了前 两 个 重 大历 史 关 头 以 后
,

说 邓 小 平 逝

世
,

领导我们开拓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

伟大历史人物不在
一

了
,

中国向何处去
,

我们党面临

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

在这个关头
,

后继 的人们怎

样确定 自己的方 向
,

这是需要 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向全党 同志和 全 国人 民郑重

地作出回答的问题
。

在 国际上
,

注意 中国发展 的各

种各样 的人们
,

也都在观察邓小平逝世后 中国的走

向
,

有些人担心
,

有些人则希望 中国转 向
,

转到这

个方向或者那个方 向
。

国内情况也是如此
。

正是在

国内外 议论 纷 纭 面 前
,

十五 大坚 定 地 明确 地 向全

党
、

向全 国人 民
、

也 向全世界 回答 了 中国的走 向

高举 邓 小 平 理 论 的旗 帜不 动摇
,

无 论 遇 到 什 么 困

难
,

什么压力
,

什么风险
,

都不动摇
,

坚定不移地

走邓小平领导我们开辟 的
、

又在南方谈话 中指引我

们坚持和发展 的新路
。

所谓
“

任凭风浪起
,

稳坐钓

鱼船
” ,

所谓
“

我 自岿然不 动
” ,

这就是给人们 以强

烈印象的十五大的精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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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

我
” ,

就是 我们 党
,

就是 以江泽 民 为核

心的党中央
。

十五大报告 结束语 高 瞻远 瞩地讲 准备迎 接 风

险
。 一

十五大以后的将近五年 中
,

以江泽 民为核心 的

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 民
,

从容应对和战胜来 自

国内和国外的
、

来 自自然界和来 自社会经济
、

政治

生活的一系列风险
,

有系统地提出和解决农业 和农

村发展
、

国有企业改革
、

第十个五年计划和西部开

发问题
,

宣布邓小平规划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

现
,

从 年开始我国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

这是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

从十一届三

中全会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新时期的第一个阶段
,

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 世纪结束为第二个阶段
。

在进人新世纪新阶段的第一年
,

为纪念 中国共

产党建党 周年
,

江泽民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极重要

的讲话
。

这篇
“

七一
”

讲话
,

全面总结 了党 的奋斗

业绩和基本经验
,

系统论述 了
“

三个代表
”

思想 的

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
,

提 出了按照
“

三个代表
”

要

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

继续 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

而奋斗的历史任务
。

所以说
,

十四 大报告
、

十五 大报告和
“

七一
”

讲话这三篇纲领性文件
,

是 以江泽 民为核心 的党 中

央在实践 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

重大成果和集 中体现
,

是继邓小平南 方谈话 之后
,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

面对时代和实践发

展中出现的新情况
,

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

提 出和探

索新结论的新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

邓小平南方谈话 中有一个重要提法
,

就是 中

国要警惕右
、

主要是防止
“

左
” 。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 中重 申了这个意思
,

并且

论述得更丰满 了
。

首先是强调 了讨论问题 的范 围
“

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 中要警惕 右
、

但 主要是 防

止
‘

左
’ 。 ”

不是超 范 围的
、

不 问对象 的泛 泛 而谈
。

其次是依据南方谈话又丰满 了南方谈话对
“

左
”

和

右的表现的论述
“

右 的表现主要是否定 四项基本

原则
,

搞 资 产 阶 级 自由化
,

甚 至 制 造政 治 动 乱
。

‘

左
’

的表现 主要是否定 改革 开放
,

认 为和平演变

的主要 危险来 自经济领域
,

甚 至 用
‘

阶级 斗争 为

纲
’

的思想影响和 冲击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
。 ”

其 三

是丰满了南方谈话对
“

左
”

的历史 和影 响 的论述

“

在建设社会主义 的进程 中
,

从一 九五七 年起 的二

十年间 出现 的错误
,

主要都是
‘

左
’ 。

改革开放要

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
,

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 的体制

和观念
,

阻力主要来 自
‘

左
’ 。 ”

其四是提出了应该

注意的界限
“

对思想认识 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

同意见以至偏差
,

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

不要 随

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
‘

左
’

和右
。 ”

十五大报告也重申了这一思想
。

“

七一
”

讲话在字面上没有重 申而是 在精神上

充分体现 了这一思想
。

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
,

根据

时代和历史发展 的需要
,

提 出和探讨 了那么多人们

普遍关心和感到困扰 的实际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

表

现了多么大的打破思想束缚 的理论创新的勇气 而

且从原则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格
,

提出三个
“

自觉解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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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和 教 条式 的理解 中解 放 出

来
,

从 主观 主义 和形 而 上 学 的栓 桔 中解 放 出来
” ,

表现了多么大的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的勇气

特别是十五届六 中全会 的 《决定 》
,

在文字上

也重 申了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
“

左
” 。

这显 然

是联系到对
“

七一
”

讲话的反映
,

是基于我们必须

拿出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勇气
,

不断开拓前进
,

否则

只有死路一条的认识
。

《决定 》上还有一句话颇有

新意
“

在新 的形 势下
, ‘

左
’

和右都会有新 的表

现
。 ”

所以说
,

这是有新的针对性 的重 申
。

《决定 》

中的这些话
,

对 于我们 了解
“

七一
”

讲话 的精神
,

是点睛之笔
。

“

坚持有
‘

左
’

反
‘

左
’ ,

有 右反右
” ,

这也 是

《决定 》中重 申的
、

我们党常讲的话
。

要讲两条战

线的斗争
,

不 能只讲一 条战线
。

要全 面估量形势
,

不能只作片面的估量
。

要讲辩证法
,

不要搞形而上

学
。

有
“

左
”

当然要 反
“

左
” ,

有 右 当然要 反 右

难道有了
“

左
”

可 以不 去反
“

左
” ,

有 了右可 以不

去反右 或者没有
“

左
”

却要 去反
“

左
” ,

没有右

却要去反右

但是
,

有
“

左
”

反
“

左
”

有右反右
,

是 同
“

中

国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
‘

左 ”
’

连在一起说的
。

“

中国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 防止
‘

左 ”,

第一
,

有地域的特指
,

是指 中国
,

不是任何 国家 第二
,

有历史过程的特指
,

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

建设过程
,

不是任何历史过程 第三
,

下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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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 。

正 是针
一

对这 种思 想
,

他提 出 判 断 问题 展
。

所 以
,

邓小平提 出
,

我 国的经济发展
,

总要力

的
“

三 个标 准
” 。

搞 改革 开 放 本 来 就有 不 同意见
,

争隔几年上一个 台阶
。

当然
,

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

建立特区也有不 同意见
。

究竟谁对谁错
,

靠无谓 的 的高速度
,

而是要扎扎实实
,

讲求效益
,

稳步协调

争论无济于事
,

无谓 的争论 白白浪 费了时间
,

结果 地发展
。

在这里
,

邓小平提 出了一个 重要 的观点
,

是一事无成
。

还是要靠十
,

靠闯
,

靠实践
。

深圳 的 这就是在总体 稳步协调发展 的同时
,

又要力争隔

建设成就是
一

于出来 的
,

这些建设成就
,

明确地 回答 几年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

这是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的

了那些 有这 样那 样 担心 的 人 事 实证 明
,

特 区 姓 辩证法在经济发展 中的具体运用
。

决不能因为强调
“

社
”

不姓
“

资
” 。 “

三个标 准
”

的核心是生产 力标 在总体 上 保持经 济 的稳 步协 调 发 展
,

当机 遇 出现

准
, “

三个标 准
”

是对党 的十三大报告提 出 的
“

生 时
,

也 不 抓 住 机遇
,

不 力 争使经 济上 一 个 新 的 台

产力标 准
”

的发展
。

邓小平提 出
“

二个标 准
” ,

是 阶
。

邓小平说
,

经济 的稳步协调发展是相对 的
,

而

为了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 中消除顾虑
,

放开 手脚去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

所谓硬道理
,

也就是指不论在

努力拼搏
。

通过实际地试
,

实际地干
,

然后 总结经 什么条件下
,

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 的一种普

验
,

正确的就坚持
,

错误 的就改正
,

使我们 的改革 遍原则
。

这就是说
,

经济的发展 时快时慢
,

但必须

开放 和 现代 化 建设 沿着 健 康 的轨 道不 断发 展
。

把 始终保持发展 的势头
,

这是一种硬道理
,

是一 种普
“

三个标准
”

作 为判断一 切是非 的标 准
,

既 发展 了 遍原 则
,

是不 能违背 的
,

违 背 了就会 受 到历 史 的惩

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
,

又发展 了马克思 主义的生产 罚
。 “

发展是硬道理
”

的论断
,

用一种很通俗
、

很贴切

力理论
。

的表述
,

加深 了人们对生产力的重要性 的认识
,

提高

关于发展是硬道理 的论断
,

邓小平是在讲到经 了各级 干部任何时候都不忘抓发展的 自觉性
。

济发展过几年上一个 台阶时提 出的
。

他指 出
,

经济

的发展有 时快一 点
,

有 时慢一 点
,

是 合 乎规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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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任何时候都要求经济加速发展
,

但 当某种机遇

出现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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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是总体战略指导上 的估计
,

不 是 对一

时一事的估计
,

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 主要

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
。

对特定 时候特定事件下 的主

要错误倾向
,

那是要根据那时那事 的实际情况来具

体分析和判定 的
。

不能设想
,

这种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的问题
,

可 以不 问具体情况
,

而 由 一 个永恒

的公式来判定
。

但是
,

可以 当作永恒固定公式来套用 的估计是

没有的
,

也不能有
。

战略估计却不能没有
。

它不是

凭空而来的
。

它是从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

历史经验 的总结 中来 的
。

邓小 平在南力
一

谈 话 中说
“ ‘

左
’

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 史 卜可怕呀 一个好好

的东西
,

一 下 子被他搞掉 了
。 ”

这 里说我们党 的历

史
,

第一
,

包括 民主革命时期
。

民 主革命时期我们

党犯过错误
, “

左
”

的右 的都有
,

但危 害时间最 长

的是
“

左
” 。

第二
,

包括社 会主 义建 设时期
, “

文化

大革命
”

结束 以 前 年 间
,

主要错误都是
“

左
” ,

“

文化大革命
”

十年是极左
。

是不 是还包 括改革开

放的历史时期 也可 以这样说
。

改革开放就是 由纠
“

左
” 、

纠
“

两个儿是
”

开篇 的
。

其间有否定 四项基

本原则的资产阶级 自由化
,

有动乱
,

都是右 但从

战略估计 说
,

从党 的几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估计来

说
,

从
“

七一
”

讲话 和 十五届 六 中全 会 的估计来

说
,

还是
“

中国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
‘

左 ”’ 。

在新世纪
、

新阶段开始 的历史关头
,

重 申这个

战略估计
,

是很重要的
。

有这个估计和没有这个估

计
,

很不一样
。

有 了这个战略估计
,

可 以帮助我们

的同志
,

坚 持 马 克思 主义 的 同志
,

在 复杂 的形 势

下
,

在战略 保持头脑清醒
,

保持在马克思 主义方

向下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的

精神状态
,

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里奋勇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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