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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全

面拨乱反正，加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

设。而平反“文革”前后的冤假错案，是新

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1977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

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

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

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这也标

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新时期。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摆在当时中国人

民面前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中，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以阶级

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所经历的一系列

的政治运动：如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

倾、四清等，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冤案累

积如山。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

子和普通百姓数以百万计。这些人不仅长

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而且还在身心上造

成极大的伤害。对这些冤假错案进行平

反，不仅是对于受害人进行名誉上的恢

复，使他们能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也是党

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

从而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打下了稳定的干部基础。

1977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任命胡

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以超人的

胆识，坚定的意念，为过去的冤案昭雪，驱

散笼罩在中国人心中的阴云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来，大约有一半

以上的时间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不同

程度地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左倾思潮和

左倾的工作指导方针给我们的革命和建

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要想取得拨乱

反正，全面落实干部政策的成功，就必须

要彻底改变这几十年以来的根深蒂固的

“左”的思想路线。然而，“左”的思想已经

根深蒂固的刻印在人们的思维方法之上。

要想彻底改变人们的这一思想谈何容易。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之下，胡耀邦所开

展进行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

作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层层阻力。虽

然，广大人民对于能够尽快使冤案昭雪积

极配合，但是很多的省市和中央部门对于

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其是来自

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

部门为最。胡耀邦曾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

查那些由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一些过去的

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则直接亮

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

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胡耀邦

转而提出解决那些由各级组织部门直接

管理的干部。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

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

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

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

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

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

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使胡

耀邦明白这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为应对这一困难，胡耀邦主张召开一

系列的座谈会议以打开局面，在一次准备

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对高奇说“你还记

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

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

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

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正是胡耀邦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

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在其宣传和组织

领导岗位上，敢于同左倾错误思想作斗

争，对于一些难办、遭受左倾思想影响较

大的冤案，胡耀邦全力支持由中央组织部

单独进行调查，并一一进行落实。在他的

主持之下，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胡

耀邦也经常用这句话激励身边的一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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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油锅”的工作人员，他说：“真理在

手，心里不愁，决不后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党中央

的政策文件往往具有原则性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

影响依然存在，很多的干部和政策仍然在

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利于国家在政

治生活和经济建设走上正轨。尤其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

件抓住纲》中提出的日后被称为“两个凡

是”的思想，内容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

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

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

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

局同意。“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

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

势”。但其实仍然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

争这个纲”。如果一切凡是毛泽东拍板的

事情都按照“过去方针办”，那么，多年累

积下来的冤假错案是得不到昭雪的那一

天的。

两个凡是的思想从理论上阻断了平

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按照这一思想，

我们还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

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

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

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

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

国家……

邓小平、陈云等也都反对“两个凡是”

的思想。胡耀邦也认识到要想在平反冤假

错案的工作当中寻找一个突破口，必须先

在思想理论上展开激烈的斗争。

为反对“两个凡是”思想，全面落实干

部政策，在胡耀邦主持之下，编写了《把

“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

来》一文，并于 1977 年 10 月 7 日，在粉碎

“四人帮”一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以整

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这是第一次公

开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这篇文章的

提法是“落实干部政策”)。文中强调：“落

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

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由于受“四人

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

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

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

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

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

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

坏人还没有处理“。并强调“坚决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

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

的自由主义态度”。这篇文章为

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

准备。

为进一步为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干部政策做理论准备，冲破

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11 月 27 日在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主席的干部

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一文。文中强调“毛主

席一再教导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真正错了的，必须坚决纠正过来。实事求

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在落实党的干

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

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一切不

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

巴”也不能保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

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随着这两篇理论文章的发表使人们

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纠正左倾

错误思想，从思想理论上认识到平反冤假

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必要性，但这只是推

倒“两个凡是”的第一步，要想从根本上清

除妨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思

想理论因素就必须从更深层次上对“两个

凡是”思想进行直接的彻底的一次大批

判。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期间倡

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

态》上发表一些文章中提出用实践检验真

理的问题。1978 年 5 月 10 日经胡耀邦审

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

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

第 60 期上。该文主张只能依靠社会实践

检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恩列斯毛诸位

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任何理

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此文的发

表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并使

人们从“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中解脱出

来，这为以后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

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虽然绝非胡耀邦一人

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在平

反冤假错案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很大，态

度也最坚决彻底。胡耀邦以其非凡的勇气

和精神，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

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取得

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胜利。而胡耀邦

那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话，更

加反映了其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胡耀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

不盲目跟从。始终以实践作为检查一切行

动的标准。

历史，我们不应忘记，而应铭记。胡耀

邦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出

了重大贡献。

“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

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

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

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

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老干部重新走上领

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

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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