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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功

卸除了“两个凡是”套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

地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并进而促成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做

了思想铺垫。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实践理性的回归，科学精神的重塑，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逻辑起点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	晏		涛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奠定了历史转折的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后，中国继续在“左”倾错误的

道路上滑行，究其根本，就是多年形成的僵化教条

的思想不能得到改变。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

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注意善于运用毛

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全部工作，反对将毛泽东

思想教条化、神圣化，认为那是损害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

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

是’。”[2]“两个凡是”的根本错误在于僵化教条

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却没有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毛泽

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本质上是在割裂、歪曲毛泽东

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的第一次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

质。抛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必将会走

向歧途。不打破思想教条和精神愚昧就不能正常开

展工作，“文革”的错误就不能彻底否定，中国向

何处去仍然前景不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

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能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与解放思想

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指出：“思想一僵化，不从实

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

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

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

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3]“目前进行的关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

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这个争论很

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

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

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在这次真

理标准的讨论之后，许多人开始解放思想，敢于触

碰原先的理论禁区，逐渐走出僵化教条的迷误。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

题，学界看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十一届

三中全会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甚至是毛泽东

1956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说。众所周知，邓小

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这次大讨论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重新确立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

思想基础，并最终推动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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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从这个意义上

讲，这次大讨论正是掀起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思想

解放大潮的历史源头，也为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准

备了坚强的领导力量。邓小平高度重视这次讨论，

并提出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正是基于中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

经验教训并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理

论创新成果，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命题，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

系。因此，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既是邓小平理论

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

辑起点。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

起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新科技革命的时

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借着科技革命的东风成功实

现了崛起和复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广泛深入推

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

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时

代，后发现代型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和机

遇，不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关起门来搞建

设是注定行不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真正促进了思

想上的解放，实践理性、科学精神、人本主义渐趋

回归，又一次让人们打开国门看世界，站在世界历

史发展的高度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邓小

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5]这一概念的提出伴随鲜明的思想解放特

征，他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指出：“什么是社会主

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本质论反

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抛弃了封闭教条和

违背规律的观念，摆脱了长期拘泥于社会主义表面

特征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观念，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

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思想解放史，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之后，思想解放的历史大潮便势不可

挡、奔腾向前，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广度和深度甚

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思想的解放使人们逐渐

摆脱了原先的愚昧和迷信，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

“文革”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实施拨乱反正，客观

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

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以富

国强民为旨归，以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若干问题依次展开。它的基本理论命题的提出到后

来的丰富和发展，无一不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

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集中体现了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

解决问题的基本态度，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他敢于打破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束缚，在改革开放的

具体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形

成的实践基础是飞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实践，而首要

的思想前提便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的思想解放潮

流。实践证明，思想不解放，只是停留在马克思主

义的某些观点、论断的教条式的理解，便不可能完

整准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

和解决问题，就难免陷入各种谬误。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得到了长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不断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并不意味着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停止，相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阶段里更需要大胆的解放思想、更坚定地坚持

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探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实践证明，群众尤其是劳动群

众等处于生产实践第一线的群体蕴藏着巨大的创造

力，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尊重

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总是这么巧合，正是安徽小

岗村的生产责任制拉开了全国改革的序幕，陈云在

总结改革方法论时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

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

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

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先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

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

小，缓缓而行。”[6]邓小平表示同意并指出：“陈

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的总结了我

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

方针。”

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兴起的思想解放的大潮

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又分别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矛盾呈现

复杂化、多样化，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理想信念动摇、组织涣散，甚至贪污腐化，

加上苏联解体带给共产党的深刻教训，党的执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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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准的讨论为逻辑起点、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奋斗目标的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已经全面呈现出了崭新的时代特征，破解

新的时代课题必然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必然需要立足于崭新实

践之上的新思想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正是从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历史和现

实的统一上，对于新时代坚持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

做的创造性的理论回答，它用“新时代”来概括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基于这一新

特征的新的“主要矛盾”和新的“两步走战略”，

并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总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思

想解放特色。邓小平曾经强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

题不比发展中的少，在发展起来以后的新时代里，

民众的各方面诉求对于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立足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问题导向思想，逐渐形

成了“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8]的治国

理政思路。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正是这一思路的高度总结和凝练，它是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回答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

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

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八个问题，也

即“八个明确”，并且围绕这“八个明确”提出了

“十四个坚持”，它们相辅相成、逻辑严密，并共

同统一于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

工程、实现伟大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勾画了具体蓝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政治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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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江泽民同志在认真总结党建

七十多年经验教训和紧密结合当时的改革实践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

把它作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

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世

纪前十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紧立足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面对不断变化中的

世情、党情和国情，针对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新问

题新矛盾，提出了旨在解决怎样发展、如何发展问

题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思想

解放潮流中涌现的党的发展理论创新，是推进改革

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

指出的那样，“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大法宝”。正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利用了

这一法宝，才不断根据变化中的改革发展实践，不

断推进各方面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新境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新时代思想解放的

理论创新成果

解放思想没有止境，改革开放没有止境，理论

发展没有止境，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到今天看来

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带领广

大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历史性成

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并提出

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

思想解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进入由富起来叙事转

为强起来叙事的新时代。[7]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

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

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

贡献的时代。”

真理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这场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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