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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 广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邓小平

理论研究会为了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 联合组织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围绕邓

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展开讨论。着重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南方谈话深刻地分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和必然胜利的光辉前景, 它科学地

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 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

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标准

上进一步科学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

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论, 阐发了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座里

程碑。这个伟大的丰碑是由许多新观点、新理论砌成的, 例如: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新

发展, 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的新论述, 关于以“三个有利于”为

标准的新概括,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构想, 关于 “中国的发展路线”的新阐述, 关于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要求, “关于 “三步走”的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 台阶式、区域式和协调式发展相结合的新表述,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关键在人的

新的要求, 关于思想倾向的右与 “左”、姓 “资”与姓 “社”的新的分析, 等等。邓小平同志

南方谈话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创造性的新概括、新表述,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新境界。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髓也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也是南方谈话的精髓, 是贯穿邓小平南方

谈话的一根红线。

实事求是体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观点; 体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的方法论

的基本内容; 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基本方面。实事求是也是最基本的

工作方法, 是共产党作风的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对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科学的概括。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有机联

系在一起, 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 也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

结。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不解放思想不行, 不实事求是也不行, 只有把两者有机结

合起来, 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有成效地改造世界, 解放思想离开实事求是就要犯错误。1958

年 “大跃进”时期, 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但没有强调实事求是, 结果犯了唯心主义错

误。同样, 离开解放思想, 也不可能真正实事求是, 只有解放思想, 才敢于实事求是, 才善

于实事求是。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要求每个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开动脑筋、勇于实践, 大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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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敢闯、敢冒、敢试, 敢为天下先、勇于天下先, 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看准了的, 就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当前, 敢闯、敢冒和解放思想, 必须实

事求是, 必须要有科学精神, 胆子要大, 头脑要冷静、心要细, 决策要民主、慎重、科学, 步

子要稳, 要不断地及时总结经验, 对的要坚持, 错的就改正。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思想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体现, 是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并

在新的形势下, 总结了群众的新实践, 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

指导下, 人们的思想有了大的解放, 真正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邓

小平南方谈话理论上的突破对实践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南方谈话发表五年来, 在它

的指导下,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发生了

很大变化,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这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大政方针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党的

十四大把这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写进了政治报告, 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确立, 成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理论。十四届一中全会至六

中全会决议又不断丰富、发展了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全国八届人大通过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显示了邓小平理论具体化为中国人民跨

向新世纪的宏伟战略和计划。

(责任编辑　董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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