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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发表

迄今已经 30 多年了。 经过历史的检验，该决

议的基本结论如今依然能站住脚， 其关键就

在于邓小平围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一主题， 始终坚持了实事求

是、 恰如其分的历史主义原则。 从 1980 年 3 月到

1981 年 6 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提

出了起草决议的三条“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

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

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

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

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

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这个总结宜粗不宜

细。 ①这些原则为历史决议注入了灵魂，为正确评价

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邓

小平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迄今对我们

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神化”、“丑化”两种错误根源于看问题绝对

化、片面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思维方

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胡乔木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指出：“有许多

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②

当时党内外争论最大的问题， 就是毛泽东的功过是

非。 影响比较大的错误思潮有两种：全盘肯定（即“神

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的思潮、全盘否定

（即“丑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 解放

思想，破除主观随意性，坚决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

错误思潮的干扰，是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
也是关系到中国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

题。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当中，毛泽东本人

曾多次强调，必须全面地、一分为二和辩证地评价历

史人物，切忌一点论、切忌形而上学，切忌全部肯定

或全盘否定，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做

法。 他以苏联为例指出了一点论的严重危害：有些人

要么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 要么把他贬到地下九

千丈。 在苏联曾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斯大林在世

时人们把苏联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活动联系起来的

话，那么在党的二十大上和二十大之后，几乎把我们

国家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 ③在我们党

内，无论是“丑化”还是“神化”毛泽东，正是犯了这种

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化错误。

对此， 邓小平透彻分析了两种错误思潮产生的

方法论根源。
首先，“神化” 错误思潮的实质就是坚持唯心主

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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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就 是 想 原 封 不 动 地 把 毛 泽 东 晚 年 的 错 误 思 想

坚持下去。 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

的错误方针办。 ④还指出，“两个凡是”表面上看是

高 举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旗 帜， 实 际 上 要 损 害 毛 泽 东 思

想，因为它“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

辩 证 唯 物 主 义、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原 理，实 际 上 是 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⑤历史决议进一步指

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

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

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

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

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⑥“神化”思潮实

际 上 没 有 区 别 作 为 集 体 智 慧 结 晶 的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其次，“丑化”、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潮也是形而上

学的表现。 因为唯物辩证法强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

中有肯定。 邓小平坚决反对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简

单地“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1980 年 10 月开始的党

内高级干部四千人大讨论， 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
过大、 罪大”，“过大于功”； 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

误，不应当再提。 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⑦
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说，对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

题，而且同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 “毛泽东思

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

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⑧邓小平在历史决议起草的

17 次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

是最核心的问题上， 表明了党中央毫不妥协的坚定

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历

史决议时反复重申了全盘否定论的实质和危害。 “否

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⑨“否

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

的一段重要历史。 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

不稳定”。 ⑩
再次，“丑化”、“神化”两种错误还源于感情用事

或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在过去历次错误政治运动和

“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些同志遭受了不公正的

对待， 因此不少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带有浓厚

的感情色彩，容易陷入个人恩怨的纠缠，这正是历史

决议讨论中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争论、 分歧比较

大的原因。 邓小平 1980 年 1 月指出：“评价人物和历

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

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

益和愿望。 ”輥輯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蒙受

奇冤的黄克诚复出后也指出：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

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在毛主席晚年，我也

吃了些苦头。 “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

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 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

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

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

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輥輰訛

二、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原则，

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

科学的方法论輥輱訛

针对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思潮，邓小平

的思想武器就是两个“实事求是”：对功与过都要做

到实事求是。1980 年 8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

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

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 ”关于毛泽东，

“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

态度。 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

主义的态度”。 輥輲訛正是坚持两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才避免了历史评价中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两个极

端。

首 先，理 直 气 壮、实 事 求 是 地 充 分 肯 定 毛 泽 东

的历史功绩，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邓小平

采 用 了 历 史 主 义 原 则。 历 史 主 义 要 求 尊 重 历 史 实

际，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内”輥輳訛加以考察。 在判定历史人物的功过

是非时，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

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不是比他们的前辈或同

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一生及

毛 泽 东 思 想 放 在 党 的 历 史、人 民 军 队 的 历 史、新 中

国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与同时代人如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相比，其历史贡献居于首要地

位。

从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来看， 毛泽东在关键

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

途都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意义。 从邓小平提出在历史

决议“前言”中简单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28 年，到

陈云建议突出增写建国前 28 年党的历史，表明当时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自觉地遵循历史主义原则，

将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 60 年的历史联系起来，对全

面、 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

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没有毛泽东

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没有毛泽东

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

夸张” 輥輴訛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的一番话

概括得更全面，他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

家挽救过来。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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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

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

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因此，我们“要把毛

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輥輵訛。

从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 毛泽东探索的革命道

路和建设道路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无法逆转， 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1979 年 3 月，邓

小平指出： 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并在一九

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 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吗? “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

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同志

在 他 的 晚 年 还 提 出 了 关 于 三 个 世 界 划 分 的 战 略 思

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
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

展条件。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

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輥輶訛从

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看， 毛泽东的确改

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推动了社会进步，这种评价体现

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

其次， 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地承

认和恰如其分地批评。 这是因为， 如果错误讲过分

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

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为什

么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还要加一个 “恰如其

分”？ 他解释说：“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

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 ”輥輷訛所

谓恰如其分，就是既不能夸大错误、把错误写过头，

又不能淡化错误、为尊者讳。 真正做到全面、公正、恰

当。

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邓小平认为，“这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犯错误”輦輮訛。 换言之，毛主席犯的错误是“探

索”中的错误。 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

的事情办好。 本想走进一间屋子，反而走进了另一

间屋子。 把毛泽东的错误放在马克思主义者一生探

索 的 前 提 下 来 认 识，就 会 发 现，这 种 错 误 有 时 是 不

能完全避免的。 关于错误的责任，不能把所有的责

任归结于毛泽东一个人。 当时的中央也要负一定的

责任。

关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源，不能把所有错误都

归 结 到 个 人 品 质 上，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从 制 度 上 找 原

因。 毛泽东的错误固然与其思想、作风有关，“但是

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

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

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

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

重影响”。 輦輯訛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当

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

的 复 杂 的 背 景。 只 有 这 样，我 们 才 是 公 正 地、科 学

地、 也 就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地 对 待 历 史， 对 待 历 史 人

物”。 輦輰訛

三、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

是第二位的”的定性分析突破了“三七开”的定量评

价思路，是灵活运用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

针对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风恶

浪，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遵循的是全面的、一分为二

的马克思主义两点论。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

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对于斯大林功绩与错误的

比例，毛泽东则坚持“三七开”（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

总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的评价思路。

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斯

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 輦輱訛毛泽东也多次说过，自己的愿望

也是“三七开”，“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

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輦輲訛毛泽东坚持

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 为后人科学评价历史人物树

立了光辉的典范。
邓小平继承了两点论， 同时又超越了我党一直

以来对历史人物“三七开”的评价模式。 此前我党尽

管也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但落脚点却

是定量分析，常常纠缠于“六四开”还是“三七开”。 早

在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就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讲：

“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

林评价那样三七开？ 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 ”輦輳訛
为什么邓小平不同意对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 因

为这种定量分析既不符合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评

价原则，也不容易求得各方共识。 如，当时就有人认

为毛泽东的功过是“九一开”或“八二开”，还有人认

为是“六四开”或“七三开”，也有人认为是“对半开”，

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于一生的功绩，
等等。

那么， 邓小平是如何摆正毛泽东的功过大小的

位置呢？1980 年 8 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

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輦輴訛针

对一些人认为的毛泽东错误大于功绩的观点， 邓小

平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 “毛

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 但

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

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 ”輦輵訛换言之，不管毛泽

东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 后人还可以用大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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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来补救。 而毛泽东已建立的伟大功勋， 则是无人

可代替的。邓小平这种“第一位、第二位”的定性分析

与 “三七开” 的定量分析相比具有更大的弹性，因

为这种评价不必纠缠于功过大小的数量，同时又涵

盖了“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和“九 一 开”等

各 种 评 价，可 以 求 同 存 异，最 大 限 度 地 为 激 烈 争 论

的 各 方 所 接 受，在 全 党 最 大 范 围 内 达 成 共 识，以 便

全党尽快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中去。 这种定性评

价的思路当然不是一种妥协或权宜之计，而是体现

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务实的态度。
邓小平主张， 对毛泽东的功过大小要进行具体

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绝对地说毛泽东一生就是“三七

开”。 在不同的时期要具体分析成绩和错误的比重。

毛泽东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是“九一开”，如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则可能错误多一些，甚至

错误是主 要 的，如“文 化 大 革 命”全 局 性 的 错 误；当

然有时候， 毛泽东在探索中正确与失误是交织在一

起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

前，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十七年

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 社会

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

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輦輶訛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但也提出过许多的正确的意见， 比如提出了三个世

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推动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

重大的成就等。 可见，邓小平“第一位、第二位”的评

价是从毛泽东一生总体上来讲的， 而不是局限于具

体的历史时期，因此也更有说服力。

总之， 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

决 维 护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指 导 地 位 成 为 邓 小 平 在 新 时

期所做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两大历史贡献

之一。 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也在前进。 我们是否有必要固守历史决议的结论?
毛泽东说过： 如果前人修中共党史，“有漏洞就改，

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輦輷訛实践证明，党的第

二个历史决议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不过，对历史

人 物 的 评 价，时 间 越 远 看 得 越 清 楚，将 来 的 结 论 可

能更客观、更合乎实际。 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事

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

更好。 ”輧輮訛这正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党的决议并非定

论，随 着 人 们 认 识 的 深 入，党 的 决 议 也 并 非 不 能 发

展，也会与时俱进。 历史决议起草者之一的龚育之

先生指出：要辩证地对待历史决议的结论。 他提出：

“坚持历史决议，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輧輯訛
笔者认为， 由于历史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

限，历史决议对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远远没有“说

够”，对领导人犯错误的原因也没有“说透”。 随着时

间的流逝，如果放在建党 91 年、建国 100 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来看， 毛泽东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其无形资

产将益发凸显。 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的评价也会更加实事求是，更客观公正。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将毛泽东列为 20
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位伟人之一。 2007 年 10 月，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三个“永远铭记”，其

中 第 一 个 就 是 永 远 铭 记 毛 泽 东 的 两 大 历 史 功 绩 。

2011 年 7 月，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年

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完成和推进

了的三件大事中， 有两件大事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 集 体 领 导 下， 在 毛 泽 东 思 想 指 导 下 完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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