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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和以邓小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重要成员，不仅一生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而且十

分重视和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他

在对党史国史工作给予指导的过程中，回答了许多

人们长期弄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对人们

具有启迪意义的精辟见解，给人们树立了许多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范例。

陈云同志自幼家境贫穷，没有多少条件看历史

书籍。但他从小酷爱历史，通过民间说唱艺术等形

式，获取大量历史知识。14岁那年，他到上海商务印

书馆当学徒，有了接触史书的条件。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他更抓紧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包

括历史在内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他意识到运用

述史形式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的重要意义，

并在十分危险和动荡的环境下，假借被俘国民党军

医的口吻，亲笔撰写一篇长达3万余字、题为《随军西

行见闻录》的历史纪实性报告文学，生动详细地描绘

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该文最初发表于 1936年 3
月巴黎《全民月刊》上，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

本。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问世，为粉碎

敌人对红军的诬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

他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再写这类体裁的作品，但在讲

话、报告、文章中，仍然喜用历史事例阐述革命道

理。例如，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为了说明个人有成绩

应当首先归功于人民的力量和党的领导，他就举过

红军长征的例子。改革开放后，他为了说明农村党

员集训要误工费是错误的，也曾采用历史对比的方

法。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

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

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

陈云同志在长达 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从

五卅运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直至上世纪 90年代

中期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他对党史

国史的研究工作有着特殊感情，给予过热情支持和

许多具体指导。在新时期，他出任过主要由老一辈

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认真审查过革

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详细解答过党史工作部门提

出的各种问题，为许多革命烈士书写过证明材料，为

许多革命胜地和革命前辈的纪念碑、纪念书籍、纪念

活动题过词，还为专事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当代中国

研究所写过所名。他多次主动过问和亲自主持过一

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其中花费精力较多的有对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党内文件的撰写，有对

《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这一历史档案及遵义会议前后

中央领导机构组成问题的答复，有对“西路军”历史

问题的澄清，有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编写。这些

工作为解决党史诸多疑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也为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研究党史做出了示范。

陈云同志主张，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

史经验，都要先把史实搞清楚、弄准确，使它站得住、

立得稳，以便做到结论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检验。

纵观其一生，他不仅从始至终坚持了这个主张，而且

为此提出并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对历史问题的看

法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例如，他在 1977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两个凡是”的禁令，提出天

陈云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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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门事件应当平反，邓小平同志应当早日恢复工作；

在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突破禁令，呼吁实

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一系列重大历

史遗留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同邓小平

等同志一道积极推进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力主重

新审查潘汉年历史积案，等等。二是对历史问题的

看法要力求全面，防止片面。例如，他在指导东北解

放战争历史的编写时，实事求是地看待林彪和苏联

的作用，等等。三是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尽管可以变，

但对史实不能随形势变化而任意改变。例如，他在

彭德怀平反和康生被开除出党籍后，坚决不同意对

自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彭

德怀和康生两人的称呼作重新处理；在党的十二大

前夕，断然拒绝把自己履历表里的“小学毕业”改为

“相当大学”，等等。正因为始终坚持了这些原则，所

以他在历史问题上说过的话，总是能经受住时间的

检验。

历史是事物的发展过程，看一个历史事件或历

史人物，只有放在历史的全过程中考察，才可能看得

清楚，作出科学评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

理，陈云同志铭记在心，运用娴熟。1980年，党中央

决定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起草一个决议（即《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

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志指出，决议最核心

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决议初稿拿出后，邓小平同志认为没

有很好体现他的设想，要重新来过。为此，陈云同志

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 28年的历史段落，

指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

毛泽东同志在 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

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

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

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

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

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

好”，指示起草小组照办。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

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陈

云同志尤其重视，经常强调，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

彻。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两案”审理，涉及不少

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部队老干部。陈云依据《历史

决议》的精神，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内乱，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

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

对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

理。他说：“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种斗争的

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斗争应该使我

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

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再如，20世纪 80年代中期进行的经济体制全面

改革，涉及对 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陈云一

方面主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针对

一些人关于我国计划经济学的是苏联那一套的非议

指出：“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

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学美国、英国、

法国行吗？”“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

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

再如，对外开放后，涉及如何对我国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进行这

种比较，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而且要把发展

水平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

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

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

了。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中说：“对

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其中做意识形

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

作。”他在发言最后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

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

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如何看待时代的性质，也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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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 20世纪 80年代国际形势的

变化，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大问题

的重要论断，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当代是和平和发展

的时代，而且始终认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和平与

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1989年9月，陈云同志在

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

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

“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

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过了八天，邓小平同志在同

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谈话时也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

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站在不同立场，

秉持不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

反。陈云同志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反对不恰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他说：“个人的作用

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

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在党的七届四

中全会上，他针对革命胜利后如何防止党内出野心

家的问题，讲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不能只靠毛主席

一个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子孙后代的办法，是

提高全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二是高

级干部在胜利的环境中要警惕骄傲，千万不要背所

谓“一贯正确”的包袱。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本质和

现象两方面构成，本质是事物比较深刻、稳定的方

面，现象有时反映本质，有时并不反映本质。党的性

质、宗旨与党的路线相比，是更具深刻性和稳定性的

方面，在历史上，有时党的路线错了，不等于我们党

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就变了。这个

观点，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例如，在党的七大上，他

说：“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

们。我这样说并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

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

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

益。”

后来，在 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党

史陈列时，他又说：“‘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

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

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

了，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

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

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在主

持全国财经工作时经常把国内外经济建设的历史经

验、教训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例如，他针对计划编

制工作指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

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

验中去寻找。”他针对体制改革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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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摸着石头

过河’。”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

以来四次粮食供应紧张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之间的

关系，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主张。他说：

这个道理“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对于困难程

度的大小及克服困难的快慢，他也注意从历史的统

计中寻找答案。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粮食平

均每年增产 120亿斤，而恢复农业的条件，好坏两种

相抵还不如过去，因此，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

准备慢。为了说明钢铁质量、品种胜于数量的道理，

他列举美、英、德、日、苏等国 90年钢产量的统计数

字，指出这些国家钢产量在 500万吨到 1000万吨的

时候，各种工业就已经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

了。他说：“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

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

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

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上，陈云同志

也有许多宝贵的思想。他强调，总结历史经验首先

要端正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错了，不可能总结出真正

的经验。他认为，要重视别人的经验，更要重视自己

的经验；要重视成功的经验，更要重视失败的经验。

他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

“把失败当成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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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人们，对历史经验要从积极方面总结，不要消极

总结。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提出：“目前在

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

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

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

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

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

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

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

争，怕得罪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

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

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

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他

的这个意见，后来被吸收到了报告中。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陈云同志还有一个突

出特点，就是常把自己摆进去。例如，1979年3月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一些同志对他能重新出来领导经

济工作表示很高兴，他在发言中说：“不要把我说得

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

峡水利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

次失败的教训。”他还要求把自己写给中央的关于解

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所犯错误的检讨报

告，收进他的文选。对此，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

误在当时带有普遍性，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主张把

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他这样做就

是要让大家知道，他陈云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

有一贯正确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纪念毛

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三个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充分

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国史主流、本质及其不

同历史时期互相关系的准确把握，为我们提供了正

确看待党史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关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强

大思想武器。我们学习陈云同志对待历史问题的正

确态度和方法，要同学习、领会和落实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正确看待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抵制

敌对势力歪曲、污蔑党史国史和党的领袖、英雄人物

的阴谋，打赢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硝烟的战争，为实

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汇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是作者 2015年 6月 18日在中央文献研究

室“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本刊发表时略有

删节）

（作者：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

原所长）

责任编辑：沈 聪

市场，也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

之中，立法者的理性不可能完全应对变动不居的生

活、市场环境。因此，任何社会都存在“法律空白”，

即法律处于沉默状态、不表明态度的领域。对于是

否进入该领域、进入该领域的法律后果，私权利主体

无法准确判断，因而面临不确定的法律风险。虽然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践过程中，各级政府都在逐

步列举、完善负面清单，以给予私权利主体更充分的

自由，但“法律空白”不可能一下子清晰。比如，互联

网金融、大数据与信息使用、融资方式创新等领域，

仍然存在不少“法律空白”，私权利主体都应当有法

律风险防范的意识，选择让法律人员介入创新全过

程，加强全流程风险管控等措施，避免法律风险。

综上，在国家战略层面，创新发展与法治建设相

辅相成。法治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引领、推动创新

发展；反过来，创新也会对法治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

求，倒逼法治发展，以满足创新对环境的要求。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北京

市政府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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