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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两个显著特点

陈 立 旭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 国研究所 ， 北京 １ 〇〇〇 〇９ ）

〔摘要 〕 邓 小平 在开 拓 马 克 思 主义新境界过程 中 ， 具有 两个 显著 的特 点 ：

一是始终坚 持马

克 思 主义 根本 原 则 不 动 摇 ， 坚信 中 国 必须 走社会 主道路 最终才 能 实 现共 产 主 义 ， 这 与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毛 泽东 思 想 的 目 的和 任务 是 一致 的 ；
二是坚 持创 新不停 步 ， 把 解放 思 想 、 实 事 求是贯 穿 于

开 辟马 克思 主义 新境界 的始终 ， 并 以 此作 为 历 史和 逻辑 起 点 ， 创 造 了 适 应 社会 主 义初 级 阶段 的 中

国 特色社 会 主义模 式 。

〔关键词 〕 邓 小 平 ； 马 克 思 主义 ； 新境界

〔 中 图分类号 〕 Ａ ８４９〔文献标识码 〕 Ａ〔文章编号 〕 ２ ０９ ６

—

０９２ １ （ ２ ０ １ ６ ）０４ 

—

００ ３ ７ 

—

０８

邓小平在继承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宁主义 。 邓小平理论体系 固然是把马克

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 总结概括当今世界思列宁主义与 中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新变化和社会主义新条件新实践的新经设实际相结合进行生动创造的结果 ， 但

验 ，
阐述 了

一

系列新观点 ， 形成了系统是这种结合和创造 ， 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

的理论体系 ， 成功指引 中 国社会主义事的运用而不是马克思 列宁 主义的抛弃 。

业沿着正确道路迅速发展 ， 夯实 了 中 国邓小平理论体系 中每个思想 、 理论 、 观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 开拓 了马克点 的 内涵无不 凸显马克思列 宁主义 的根

思主义的新境界 。 他开拓马克思主义新本原则性 。

境界有两个显著特点 。１ ９ ７ ６ 年后 ， 虽然粉碎了
“

四人帮
”

，

但受过去
“

左
”

的思维惯性影响 ， 党 内

一

、 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仍然存在思想僵化问题 ， 这极不利 于党

不动摇顺应新形势领导 四化建设 。在此情况下 ，

邓小平率先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 ， 实事

邓小平理论体系 的根基是马克思列求是 ， 打破僵化局面 。 但是邓小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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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的是 ， 纠正
“

左
”

的倾向 ， 是恢复建设上 ， 没有丢马克思 ， 没有丢列宁 ， 也

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 决不是否定马没有丢毛泽东 。 老祖宗不能丢啊 ！

” 〔 ５ 〕

克思 主义 。 因此 ， 当少数别有用心 的人邓小平是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 。 坚

趁解放思 想之机试 图否定 马克思主义持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是

时 ， 邓小平坚决予 以抵制 ， 他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 的 目 标原则 ， 也是邓小平的

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如果不坚目 标原则 。 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原

持 四项基本原则 ，

“

纠正极左就变成了则性 ， 就体现在它坚持中 国必须走社会
‘

纠 正
’

马 克思主义 ，

‘

纠正
，

社会 主主义道路、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上 。 邓

义
”

ｍ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解放思想 的小平明确指 出 ： 我们干 的是社会主义事

根本前提 ， 也是我们立国 、 治国 、 强 国业 ， 最终 目 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 这一点 ，

之本 。 我们决不允许否定或反对 四项基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

本原则 。 如果动摇 了这四项基本原则 中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 、 搞活 、 改革等方

任何一项 ， 那就动摇 了整个社会主义事面 的政策 ， 目 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说过 ，经济 。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 央领
“

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导集体在创造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体系过

让过步 。 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程 中始终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方向 。 邓小

则 的坚定立场 ， 得到全党
一

致赞同 。 此平也特别强调 ：

“

在改革 中坚持社会主义

后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先后写人党章方向 ，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 。 我们要

和国家宪法 ，成为党和 国家的根本大法 。实现工业、 农业 、 国 防和科技现代化 ， 但

２ ０ 世纪后期 ， 国 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在 四个现代化前面有
‘

社会主义 ，

四个

化 ， 党和国家的 中心工作也转到经济建字 ， 叫
‘

社会主义 ，

现代化 。 我们现在

设上来 ， 邓小平力主我们要抓住时机发讲的对内搞活经济 ， 对外开放是在坚持

展 自 己 ， 并指 出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

”
〔
６〕

我们就是要

放和发展生产力 。 邓小平在强调要大力坚决执行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 ，

“

从长

发展生产力 的 同时 ， 毫不动摇地坚持两远说 ， 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

〔 ７〕

。

条 ：

“
一个是公有制 占主体 ，

一个是共同结合实际谈中 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

富裕 ， 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路的道理 ， 邓小平说过毫不含糊 的两句

根本原则 。

” ［３ ３

我们 的 目 的是发展社会主话 ：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 ， 只有社

义经济 。 发展生产力 ， 需要对外开放的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 国 。

” 〔８ 〕他指出 ， 中 国

环境 。 邓小平在制定和推行对外开放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 才能解决十几亿

本国策的 同 时 ， 特别强调 ：

“

独立 自 主 ， 人 的贫 困 问题 、 十几亿人的发展 问题 。

自 力更生 ， 无论过去 、 现在还是将来 ， 都
“

如果搞资本主义 ，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

是我们的立足点 。

”⑷
在对外开放的 同时来 ，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 困状态 ， 中

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 邓小平反复强 调 ：
国就会发生 闹革命的问题 。

”》］

中 国如果
“

我们搞改革开放 ，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去搞资本主义 ，

“

首先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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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的就是无法解决十
一亿人都有饭吃平理论方面看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它们

的 问题。 没有饭 吃 ， 中 国人干 吗 ？

” ａｗ的根基 。 通读邓小平的全部著述可 以看

“

中 国 本来是个穷 国 ， 为什么有 中美苏出 ， 他对任何重大问题的阐述 ， 都体现
‘

大三角 ， 的说法 ？ 就是 中 国是独立 自 主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邓

的 国 家 。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 自 主的 ？就小平对什么 叫社会主义 的理论探索的重

是 因为我们坚持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成果之一是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体现在

道路 。 它 的生产力 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

对于这个道理 ， 邓小平又从反面做更高
一

些 ， 邓小平强调 ， 这个观点是马

了论证 ： 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 只克思 主义的 ，

“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

能
“

最终纳入国 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

， 成产力 邓小平对我 国分配制度进行

为西方资本主义大 国的附庸 ，

“

看着发达了新探索 ， 但在探索 中他始终强调坚持

国家的脸色行事
”

，

“

那还有什么独立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

“

按社会主义的分

啊 ！

”
〔 １ ２

〕

邓小平 的结论是 ， 只有走社会主配原则 ， 就可以使全国人 民普遍过上小

义道路 ， 才能解决绝大多数中 国人民 的康生活 。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坚持社会

生存 、 发展 、 富裕 问题 ， 中 国才能成为主义的道理 。

”ｎ ７ ］

独立 自 主的强大国家 ， 才能 自 立于世界邓小平理论的 马克思主义原则性 ，

民族之林 。

“

坚持社会主义 ， 是 中 国一个体现在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

很重要 的 问题 。 如果十亿人的 中 国走资想 的 目 的和任务的一致上 。 与马克思列

本主义道路 ， 对世界是个灾难 ， 是把历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一样 ， 邓小平理论

史拉向后退 ， 要倒退好多年 。

”

而 中 国的 目 的 ， 也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 最终

走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对人类进步 的贡实现共产主义 。 对于 中 国 ， 邓小平反复

献 ，

“

只要 中 国不垮 ， 世界上就有五分之强调 ： 中 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 最终

一

的人 口在坚持社会主义 。 我们对社会目 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 这是谁也动摇不

主义 的前途充满信心
”

了 的 。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邓小平

邓小平 理论体现马 克 思主义原则坚信 ：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

性 ，表现在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 然代替资本主义 ， 这是社会主义历史发

与毛泽东思想有着不可割断 的继承线索展不可逆转 的总趋势 。 在新的实践中发

之上 。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看 ， 毛泽展社会主义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著述全

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实质上都是马克部 内容之中的灵魂 。

思列 宁主义在特定时代 、 国度 、 条件下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 ，

的领域拓展 和解决实 际任务 当 中 的深还体现在它 的精髓与马 克思列 宁主义 、

化 ， 如同邓小平所说 ：

“

马克思 主义必须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之上 。

一切从社会

是同 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 社主义运动发展所处的实际条件出 发 ， 运

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 国实际的有中 国特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创造 ， 发现新的

色的社会主义 。

” ｎ ５ ３

从毛泽东思想 、 邓小规律 ， 不断丰富 、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内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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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是马克思主义创造者和继承者的实精髓 。 世界上没有终极不变的事物和终

践特点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极不变的真理 。 自 然界是不断变化的 ，人

克思列 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中充满实事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 ， 反映客观规律的

求是精神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 、科学理论也必然随着 实践 的发展而发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展 。 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

党 自 十一届 三 中全会 以来 ， 从中 国 改革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出 发 ， 运用马克义
， 是生机勃勃的 ， 在本质上是创新的 。

思列 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 ：

“

无论如何应当声明 ，

的理论创造 。 把马克思主义同 当代 中 国我所在的党没有提 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

实践和时代性结合起来 ， 实事求是 ， 正成方案 。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

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 。 在精髓上的一一成不变的东西 ， 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

致 ，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与的社会 。 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邓小平理论体系统一性的主要之点 ， 因具体形式和产品分配的具体方式 ， 将随

为这表明 了 它们在出发点 、理论原则 、思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
Ｃ ２ １ 〕

想方法 、 归结点上的统一 ， 这些统一决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 ，

定了它们在一个体系当 中的 内在联系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创新 的发

邓小平 的马 克思 主义信念坚 定不展的这
一真谛 。 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

移 ， 愈老愈坚 。 １ ９ ９ ２ 年 ，
８ ８ 岁高龄的邓后 ， 他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

小平在南方谈话 中说 ：

“

我坚信 ， 世界上思想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了一系列

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 因为重大创新 。 而且 ， 邓小平创新马克思 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 ， 是持续不断的 。 他在创新马

义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

” “

不克思 主义 的道路上从没有停止脚步 。 正

要惊慌失措 ，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创新进程中 ， 邓小

失 了
，
没 用 了 ， 失 败 了 。 哪 有 这 回平理论从许多重要方面发展了 马克思主

事 ！

”

义 ， 开拓 了 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 。

邓小平在创新马 克思主义过程中 ，

二 、 坚持创新不停步深刻理解并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实践性

这一核心点 ， 特别强调
“

实事求是是马

人类社会充满发展的活力 ， 特别是克思主义的精髓
”

［ ２２３

， 毛泽东思想 的精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 每天都有新发髓也是实事求是 。

“‘

实事求是
’

四个大

现和新事物 。人类社会生活也 日益进步 ，字 ， 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精髓
”

今天必然超越昨天 ， 明天必然超越今天 。
“

实事求是 ， 是毛泽东思想 的 出发点 、 根

因此 ， 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也必须与 时俱本点
”

［２？
，

“

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点就是实

进 ， 跟上不断变化着的实际 。 解放思想 、事求是 ， 就是把马列 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

实事求是 、 与时俱进 ，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Ｋ ５ ３

，
“

我们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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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的成就 ， 如果有一点 经验的话 ， 那想 ， 坚持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 发 ， 理

就是这几年来重 申 了 毛泽东 同志提倡 的论联系实际 ， 我们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实事求是原则
”

设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 、毛

社会实践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 马泽 东思想 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

／
２Ｗ

克思 主义要永葆生机勃勃 的青春活力 ，他还说 ：

“

解放思想 ， 就是使思想和实际

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 实事求相结合 ，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 就是实

是 ，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放思想 ，从事求是 。

”
［
３Ｗ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 实

当今社会现实出 发 ， 紧跟发展着的社会事求是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 ， 全面 阐

实践脚步 ， 总结人类社会创造的多方面释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 内涵 ， 不仅指

新鲜经验 ， 进行新的创造 ， 升华为新的导 了拨乱反正 ， 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

理论 。 可见 ， 解放思想 ， 是发展马克思了 中 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 。

主义 的前提条件 ，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 当代

的根本要求 。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中 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解放思想 ，

义建设事业 中 ， 邓小平总是倡导干部解实事求是 ， 是创立 中 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放思想 ， 大胆探索 ， 他说 ：

“

世界形势 日理论的根本前提 。 邓小平在党 的十二大

新月 异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 。开幕词 中 ， 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

现在 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训 时 ， 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 中 国特色社

年 、 上百年甚至更长 的 时间 。 不以新 的会主义概念时 ， 阐明 了这
一前提 ：

“

把马

思想 、 观点去继承 、 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不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 的具体实践

是真正 的马克思 主义者 。

” ：２ ７
］结合起来 ， 走 自 己 的道路 ， 建设有 中 国

对于致力于开创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特色 的社会主义 ，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

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 解放思想与实事历史经验得出 的基本结论
”

求是 ， 是不可分割 的统一整体 。 邓小平邓小平把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贯穿

正是这样认识的 。 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于他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始终 ， 统

求是紧密联系起来 ， 全面阐述
“

解放思一于他创造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全过程之

想 ， 实事求是
”

的思想路线 。

“

文化大革中 ， 作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

命
”

结束 ， 刚刚开始拨乱反正时 ， 针对起点和逻辑起点 ， 并成为这一理论体系
“

两个凡是
”

的严重障碍 ， 邓小平把解放的灵魂 。

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 出来 ， 指出
“

首先邓小平用开阔 的眼界 ，务实 的精神 ，

是解放思想
”

［ ２气 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观察和思考世界主题和大势 ， 深入体察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 ， 尖中 国发展的需求和规律 ， 根据中 国社会

锐地指出 ：

“
一个党 、

一个国家 、

一个民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
一

族 ，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 思想僵化 ， 迷系列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 ， 如 ： 关于和

信盛行 ， 那它就不能前进 ， 它 的生机就平和发展是 当代世界两大问题 的观点 ；

停止了 ， 就要亡党亡国
”

，

“

只有解放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 ； 关于分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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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步走
”

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在 ２ ０ 世纪斯大林确立的计划经济 占据绝对主导地

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观点 ； 关于改革位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 也不同于

开放是决定中 国命运 的观点和改革是解毛泽东在 ２ 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探索 中 国独特

放生产力 、 是第二次革命的观点 ；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时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 。

中 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反对 自 我封闭这个新模式 ， 适应 当今世界总趋势和 中

和 自 我孤立的观点 ；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国独特情况 ， 在许多重要实践领域都有

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 ； 关于科新创造 ， 开辟了新的实践途径 ， 形成了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 关于党的新格局 ， 并且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和新

基本路线一百年不改变的观点 ； 关于两的发展 。 在所有制结构上 ， 突破了过去

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观点 ？

， 关于
“
一国中 国 ５０ 年代确立并且长期存在的两种

两制
”

的观点 ；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主公有制 （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 ） 形

要任务的观点 ； 关于创办经济特区的观式并存 、 基本消灭私有制 的结构 ， 形成

点 ； 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 的观点 ； 关于了 以公有制为 主体 、 多种经济形式共同

中 国 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 绝不存在共 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 在经济体

能搞资产阶级 自 由化的观点 ， 等等 。 邓制上 ， 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 ， 形成了通

小平多次强调 ， 中 国搞四个现代化和改过市场调配资源资金 、 具有生机和活力

革 、 开放 ， 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 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在经济运行

国这么大 ， 又有 自 己 的特点 ， 在改革开机制上 ， 实行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密切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 只能不断结合 ， 形成以市场为导 向 ， 以调控为手

地摸索 、 不断地试验 ， 只能按照 中 国的段的机制 。 在分配体制上 ， 形成以按劳

实际情况办事 ，别人的经验可 以借鉴 ，但分配为 主体 、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 让少

不能照搬 ／
３２

］这突 出地体现了 邓小平解数人先富起来 ， 先富带后富 的制度 。 在

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 ， 体现了他在新国家体制上 ， 在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

的实践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魄力 ，
人民 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前提下 ， 对如

也把马克思 主义实践性特性在创造性发何实行人民 民主专政进行了大胆探索和

展中展现出来 。实验 ， 扩大人民 民主和党内 民主 。 在政

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党体制上 ， 在坚持共产党领导下 的多党

理论指导下 ， 确立 了有 中 国特色社会主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前提下 ， 对各

义的基本模式 。 这个模式 ， 本质上是社民主党派如何参政议政进行了探索和改

会主义的 。 这一点与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革 ， 拓展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 。 邓小

宁 、 斯大林 、 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统平创造 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 ， 就是适应

一的 。 但是 ， 从实践形态上看 ， 它又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中 国独特社会主义

同于马克思 、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形模式 。 邓小平指 出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态的构想 ， 不同 于列宁预计通过实行新模式 ， 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 国 当今实际结

经济政策构建的社会主义模式 ， 不 同于合的产物 ， 本质上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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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和发展生产小平坚持 中 国 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的 观

力 ， 消灭剥削 ， 消除两极分化 ，
最终达点 ， 但他始终强调中 国要独立 自 主 ， 并

到共同 富裕 。 因 此这个独特社会主义模且根据 １ ９８ ９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美

式 ， 既坚持了 马克思 主义原则 ，
又把中国等西方国家封锁中 国 、 干涉中 国 内政

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在更切合中 国的具体情况 ， 阐述了 中 国搞社会主义谁

实际因 而也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 显示 了也动摇不 了 ， 中 国最不怕孤立 、 最不怕

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封锁 、 最不怕 制裁 ， 中 国 人 民不信邪 ，

站在历史高度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
“

不管国 际风云怎么变幻 ， 中 国都是站得

界的邓 小平 ， 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 。 他住的
” ［ ３ ４３

观点 。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和

根据新情况下的新实践 ， 阐述了许多新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 ， 在新

观点 ， 完善了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实践中 ， 他又提出 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是 当代市场经济的新观点 ； 邓小平坚持科学技

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 ， 但是 ， 他密切观术是第
一

生产力 的观点 ，在新实践中 ，他

察 国际形势 ， 在世界局势发生新变化后 ，
又对如何发展 中 国 的科学技术 ， 调动科

又提出并强调一定要防止和平演变 ， 国学技术工作者 的积极性 ，有许多新论述 ；

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
一位 的观邓小平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

一

百年不改变

点 ；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的观点 。 到 晚年 ， 他特别强调 ， 党的基

述 ， 但他根据 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路线
“

要管
一

百年 ， 动摇不得
？ ３ ５３

， 将

前景 ，提出 了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 、这一观点提到 了新高度 。 邓小平坚持两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 目标 ， 社会主义初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观点 ， 他总结我国

级阶段一切工作 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 ， 提出要反对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 是否有利资产阶级 自 由化泛滥 ， 这个后果极其严

于增强社会主义 国家 的综合国力 ， 是否重 ， 并 强 调
“

垮 起 来 可 是 一 夜 之 间

有利于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的观点 ， 以啊
？ ３６ ３

，

“

中 国要 出 问题 ， 还是出在共产

及农村要实现
“

两个飞跃
”

的观点 。 邓党内部 的观点 。 邓小平坚持
“
一

国两

小平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在制
”

的观点 ， 在实践中又在立法等方面

２ ０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观点后 ，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完善 ； 邓小平坚持社

又结合中 国情况对 ２０ 世纪后 中 国长远会主义本质和 主要任务的观点 ， 在新实

发展 目 标做出规划 ； 邓小平坚持改革开践中他又强调在创造物质文 明 的 同时也

放不动摇并且把它放在中 国基本国策的要注重精神文 明建设的观点 ； 他坚持办

高度 ，之后他根据新情况下的新实践 ， 又经济特区 的决策不动摇 ， 在实践中 又提

阐述了改革开放要有一点 闯的精神 、 冒出 了通过办经济特区形成两头开放市场

的精神 ，
要有一股气 ，

一种劲 ， 每年都的观点 ； 邓小平还发展了 自 己关于计划

要总结经验 ，

“

对的就坚持 ， 不对的赶快和市场关系 的理论 ， 进一步提出 了计划

改 ， 新 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的观点 。 邓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 的方法的观点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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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坚持中 国 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邓小平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建

代化 ， 在实践中又进一步提出 了要防止立如此巨大功绩 ， 得益于他坚持马克思

和平演变 ， 中 国不允许乱 ， 中 央要有权主义根本性原则不动摇和坚持创新不停

威的观点 ， 等等 。步的精神 。 正如 习 近平所指出 的 ：

“

综观

对于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 邓小邓小平同 志 ７ ０ 多年的革命生涯 ， 可 以清

平也进行了新探索 。在所有制结构上 ，邓楚地看到 ， 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

小平阐述了 以公有制为主体 、 多种经济鼎新 、

一

往无前的勇气 ，

一

种善于创造

形式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不性思维 、 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

”

能改变 ，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道理 。在

经济体制上 ， 邓小平进一步提出 了金融参考文献 ：

很重要 ，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

“

金融搞好〔 １ 〕 〔 ２ 〕 〔３ 〕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了 ，

一着棋活
”

的论断 。 在经济运行机ｃ ｉｗｃｍａｎａ ３ ；
）ａｗａ ７ ：

］

制上 ， 邓小平在坚持改革成果基础上又〔 １幻 〔 Ｉ ９ 〕 〔２ ２〕 〔２ ６ 〕 〔２ ７ 〕 〔幻 〕 〔 ３ ２ 〕 〔３ ３ 〕

进
－

步提出 了 中 央要有权威的观点 。 邓
〔 ３４〕 〔３ ５ 〕 〔 ３ ６ 〕 〔３ ７ 〕 〔 ３ ８〕 邓 小平 ． 邓 小 平 文

＆ 第 ３ 卷 ［
Ｍ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職

１ ３ ７ ，３ １ ３ ，１ １ １ ， ３ ，３６ ９ ，１ ８ ８ ，１ １ １ ， ３ １ １ ， ２２ ９ ，

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 指出 ： 十一亿人 □３ ２６ ，３ １ １
， ３ １ １

， １ ５ ８ ，３２ １
，

６ ３ ，６ ３ ，６４
，

３ ８２
，

怎样实现富裕 ，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３８３
，
３８２ ，

９ ５
，２９ １ 

—

２９ ２
，
３ ，２２ ９ ，３ ７２

，３ ２ ９
，

分配 ， 这都是大问题 。

” “

如果仅仅是３ ７ １ ，
３ ７ ９

，
３８０ ，３ ６ ６ ．

少数人富有 ， 那 就会落 到 资本 主义去〔 ２０〕 〔 ２ １ 〕 马 克 思 ， 恩格 斯 ． 马 克思 恩格

了 。 等等 。斯 全集 ： 第 ３ ６ 卷 ［
Ｍ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邓小平 以共产党人的巨 大勇气不断Ｉ ９ ７２
：４１ ９ ，４２〇 －

探索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以开阔的〔 ２ ３〕 〔２ ４〕 〔烈 〕 〔狀 〕 〔四〕 〔３〇 〕 邓 小平 ．

胸襟和开放的态度看待和发展中 国特色邓 小 平文 选 ： 第 ２ 卷 ［
从

］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社会主义理论 ； 为后人的理论创新树立
１ ９ ９４

：６ ７ ’１ １ ４
’１ ２６

’１４ １
’ １ ４３

’３ ６４ ’

了典范 ， 开辟 了无限广阔 的空间 。 邓小＾
⑶ 〕 〔４ 〇〕 中 共 中

＝
平

＿Ａ＾年 谱 （ １ ９７５
—

１ ９９７ ）
： 下 ［

Ｍ
］

？ 北京 ： 中 央文

平逝世后继任的顿中央领导集体＿献 出版社
，
跳 亂 １ ３ ５ ６

一

１ ３ ５ ７ ．

条件下的新头践中 ， 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 ４１ 〕 习 近平 ？ 在 纪念 邓 小平 同 志延辰 １ １ ０

设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深人探索 ， 形周 年 座谈 会上 的 讲 话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１ ４ 

—

成了
一

系列新的理论成果 ， 先后创造性０８
＿

２ １ （０ ２ ） ．

地提出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科学

发展观、

“

中 国梦
”

等重要指导思想和执（责任编辑 王 生 胡学举 ）

政理念 ，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 。 从中 我们可以深深地感

受到邓小平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的伟大和宝贵 。

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