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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发展的指路明灯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泽民“七一”讲话全国研讨会综述

余精 华

　　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10周年,深入研

究江泽民“七一”讲话精神,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安徽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

安庆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

泽民‘七一’讲话”全国学术研讨会, 2002年 3月1

日至 4日在安庆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南京、长

沙、长春、郑州等地 5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收到

论文 62 篇。会议围绕“解放思想与‘三个代

表’——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江泽民‘七一’讲话”

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1. 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开拓发展的关系

周作翰(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认为, 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南方谈话与“七

一”讲话的关系。当前宣传中存在一种错误倾向,

就是只讲“七一”讲话, 不讲南方谈话,这样“三个

代表”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也是违背

逻辑的。如果没有南方谈话, 也就没有“七一”讲

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倒退。南方谈话关

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七一”讲话则

关系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唐洲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助理、博

士生)认为, 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奠定了十四

大报告的基调的话, 那么, 江泽民“七一”讲话无

疑会奠定十六大报告的基调。因此,要研究从南

方谈话到“七一”讲话中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就要研究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的历史。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主要表现在: 十四大以南方谈话为指针, 阐述

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

体系;从十四大到十五大, 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

发展, 突出表现在进一步解决“建设什么样的社

会主义”这一问题上,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纲领这一全新概念; 十五大以来, 我们党

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大丰富和发展, 就是提出了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十六

大, 无疑将会以“七一”讲话的基本精神为主调,

进一步总结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

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而在这些丰富和发展中, 十

五大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七

一”讲话全面系统阐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突出的

两大贡献, 把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推进

到一个新的阶段。

2.“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汪青松(安庆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也是中国共

产党历史发展的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

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 在不同历史时期, 我

们党实践“三个代表”的重心则有不同。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代表广大人民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领导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过程中,忠实地实践了“三个代表”特别是作

为人民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代表人民利益是我

们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直接目的,是第一

次伟大革命时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

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最

成功的实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 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人民群众

的利益,我们党“三个代表”的实践重心也就从直

接代表人民利益的 “一个代表”演进到代表生产

力发展要求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两个代表”。邓小

平“两个代表”思想是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变,在总结我国第二次伟大革命即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

的发展大势, 总结世界政党兴衰经验, 提出中国

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

新要求,使我们党“三个代表”的性质、任务、宗旨

在新世纪得到全面展示。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提出来, 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发展

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实践“三个代表”的



重心从“一个代表”到“两个代表”,再到“三个代

表”的历史发展, 其逻辑展开过程生动体现着“三

个代表”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三个代表”的关键是实践。与会代表认为,

“三个代表”现在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

题,关键是落实。怎样实践“三个代表”呢?汪青松

提出首先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 思想僵化不能实

现“三个代表”; 其次要解决“懒”的问题, 必须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三要解决主体素质问题,没

有能力无法实现“三个代表”。许良廷(安徽省社

科院马列所研究员)认为, 要注意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着重在实际上下功夫; 要注意言与行相结

合,着重在行上下功夫;要注意表和里相结合,着

重在里上下功夫。有代表指出,贯彻“三个代表’

要求, 重在“代表’, 难在“始终”, 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3. “三个代表”与执政党建设

季正矩(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副编审)认为, 要正确

认识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兴衰成败的历史

经验。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 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时

代、国情、具体实践结合中,以创新的精神实现马

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 必须根据形势的变

化和要求, 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 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 必须

坚持立党为公, 勤政为民的原则, 坚决反对腐败

现象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必须研究共产党执

政的基本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

执政方式;必须提高生产力,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必须高

度重视并慎重稳妥地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 必

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 削弱、放弃党对军队、警察

等强力部门的绝对领导,等于共产党自毁政权柱

石;必须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有代

表指出,应重视对苏联东欧国家反对派的研究,

以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

王保庆(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认为,

党的思想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

会从不同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传统文

化对党的思想建设具有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

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搞好党

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必须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鲁世山(解放

军炮兵学院副教授)认为, 强调传统文化是对的,

但仅仅强调这一点又是不够的, 应该坚持多元文

明并存。坚持多元文明并存能促进人类文明的整

合,进而推进人类进步。檀传杰(安庆师范学院讲

师)认为, 先进文化的建设首先要解决其奠基性

问题即文化生存方式的问题。在封建社会和传统

社会主义社会中, 文化生存方式是政府性的。先

进文化的生存方式应是民间性生存的文化生存

方式, 即文化的生存主要不是依赖于政府, 而是

依赖于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文化生存的物质资

源不再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威, 而是来自于民间,

文化生存的合理性不再依赖政治意识形态的辩

护与支持, 而是来自于文化自身向社会显现的意

义与功能。

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储成仿(安庆师范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

长、博士)认为,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百年来常盛

不衰? 首先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实事求

是,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哲学基础; 其次归因于

马克思主义一切为了最广大底层群众根本利益

的出发点和归宿; 再次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真

理、纠正错误的自我更新机制。总之,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常盛不衰的根本因由所在。张玉华

(安庆市委党校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

俱进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过程

中,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变。而研究的

主题在变、内容在变、结论也在变, 从而保持着自

己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思想研究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研究过或解决好的时代

课题,回答了新世纪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时代课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唐

亚林(安徽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认为, 以邓小

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以江泽

民“七一”讲话为标志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取得,从邓小平物质层面强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

标——“共同富裕”,到江泽民在物质和精神两个

层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落脚点——“推进

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

时俱进的崇高理论品质。曹润生(安庆师范学院

副教授)认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

理论所具有的也不可或缺的品格。但每当马克思

主义处于大发展的时期, 我们必然要承受着马克

思主义可变性与稳定性的紧张关系, 这就要求我

们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创新和发展对于马

克思主义来说, 从来都不意味着对自身的背离,

而是实现被自己的固有本质所约束的多种可能

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可变性与稳定性进行全面的

反思和冷静的判断,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

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作者为安庆师范学院政法经济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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