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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我们国

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在经济、政

治、文化、外交、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又

有新的体会，感觉到这个讲话至今对我们教育启发的意

义很大。应该如何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历史和现

实意义，就此，我们专门采访了著名理论家、哲学家邢贲

思教授。

记 者：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

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

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

言书。”请您谈谈我们应如何认识和把握南方谈话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邢贲思：这段话是中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深刻准

确的历史评价，是经过从南方谈话到十五大五年多历史

实践的检验而作出来的，并且，经过从十五大到现在将近

五年的实践也证明这个评价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说是

又一个宣言书，这是和第一个宣言书相对的。一九七八年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

话，被十五大报告评价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

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

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理论的宣言书。两个历史关头，两个历史阶段，两个宣言

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新时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

史推进到新阶段。

南方谈话，当时的背景是，从国际形势来看，一方面，

和平和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这为我们国内的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国

际条件，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小平同志指出，我

们也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发展跟世

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表现

出明显的差距，对我们压力较大。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是，国际上苏东剧变不久，我们国家也刚刚经历了“六四”

风波，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挫折，国内也出

现一些问题。改革、开放进入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的路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本刊记者 邢久强

———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周年之际访

著名理论家、哲学家邢贲思

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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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该怎么走，对社会主义命运前途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么搞，需要借鉴苏东教训，找到一条新路。

当然，国内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是，当时党

内对改革开放有不同意见，有“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为

什么小平同志要跑到南方去谈话，是在两个特区（深圳、珠

海，武汉只是经过），一个上海浦东开发区，有人不是怀疑

他们吗？特区搞得对不对？改革开放到底怎么样？就是到

那儿去支持他们。当时党内对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包括

建立特区）分歧不小，一直到一九九二年，这个障碍还是不

小的。下一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搞？是往

回缩呢，还是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搞特区，是到此为止

了，还是要进一步向前发展？小平同志的思想，是进一步向

前发展，鼓励大家勇敢地试，勇敢地闯，不是往回缩。小平

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好象大家都赞成

了，实际上是在斗争当中，在排除各种干扰、破除各种思想

障碍之中发展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什么小

平同志要讲这个话呢？这实际是具体有所指的，党内有些

人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是很有抵触情绪的。小平同志讲，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

“左”。当时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右了，是“左”了（“六四”是

右），“左”的东西非常厉害，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时候，发表了

这个重要讲话，通篇讲话，都是针对“左”的东西，针锋相

对，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前沿。反对“左”，就是反对思想僵

化，反对对一些新事物的不理解，反对老是拿姓 “社”姓

“资”的问题挑起争端。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所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通篇贯穿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精神，讲话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又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宣言书。在

这之前，当然他也有很多讲话，有很多文章，都贯穿了这

个精神。但是在南方谈话中体现得更为集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没有止境的，并不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贯彻执行这个

思想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好象就可以告一个段落

了。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

个宣言书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回过头来

看，必须认真体会和把握的一点。

记 者：那么，请您具体谈谈，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如

何冲破“左”的束缚，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邢贲思：南方谈话范围很广，涉及的内容很多，也很

深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个方面的问题：生产力问题，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组织路线问

题。以下我就这四个方面，谈谈小平同志讲话里贯穿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关于生产力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这

方面论述很多，为什么呢？很重要一条，就是因为我们多

年来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小平同志说，我们过

去的失误，说到底，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认识不清楚。其中就包括了对生产力问题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在南方谈话里，生产力问题不但谈了，而且

又有新的进展，有新意。关于生产力问题他谈了三个重要

的观点：

第一个重要观点，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

题。这是过去没讲过的。马、恩、列、毛都没有谈到过，小平

同志本人在此以前也没讲过，南方谈话第一次提出这个

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他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一

个不恰当的看法。他讲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

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

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

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我认为这是在生产力理论

上的一个新的突破。这是关于生产力问题上的第一个思

想解放。

第二个重要观点，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

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形势发展很顺利，但是，到

一九九二年时，在思想上还是存在一些障碍。主要就是对

改革开放，包括建立特区，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这

使得我们一些干部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小平同

志讲到，从深圳特区的经验来看，关键是要敢于试、敢于

闯，只有试、只有闯，才能够闯出一条新的路子，走出一条

好的路子。小平同志分析，当时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干部，

之所以不敢试、不敢闯，缩手缩脚，要害问题还是姓“社”

姓“资”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顾虑，所以不敢放开手

脚，大干一场。针对这样一个状况，小平同志提出，判断问

题的标准，不是看别的，而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

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判断问题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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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如果实践的结果，做到了“三个有利于”，那就是社会

主义，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走了资本主义

道路，给你戴上一个姓资的帽子，不要在没有实践、还没

有试、没有闯以前，考虑我这个做法是不是符合社会主

义，是不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关键是通过实践

来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纠正错误。深圳的成功之处，恰恰

就在这里。对深圳，对整个特区，当时党内有人对这个新

生事物抱怀疑态度，但深圳的人民坚持一条，通过试，通

过大胆的实践，来判明是非。所以，小平同志这样一个思

想，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的标准，其核心

是生产力标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分析，既是对生产力

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

发展。这是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第二个思想解放。

第三个重要观点，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观点，是小

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提出来的。在总的稳定、协调的发展

过程当中，在有条件的时候，在一段时间里面，争取速度快

一点，也就是小平同志讲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样的一

种发展形势，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利。而且，

从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来看，也是这样。这也是完全符合经

济发展规律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这个思想就更

显得重要了。当时有这种条件、这种机遇的时候，就应当加

快发展。深圳的成功经验，上海浦东发展的成功经验，珠江

三角洲、苏南的发展，浙江温州、台州的发展，都证明了小

平同志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在分析了这个情况以后，小平

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有时会快一点，有时会慢一点。但不管在什么情

况下，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发展的势头不能减弱，这是个硬

道理。这个思想，我认为，是非常符合辩证法的。这是关于

生产力问题的第三个思想解放。以上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生产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

思想解放，应该说是最为根本的。

南方谈话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比较系统地论述

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问题。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初以来，关

于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有过多次论断。南方谈话，是小

平同志关于市场和计划关系问题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

化。他指出，不能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也

不能一讲到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

某一种经济的本质，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不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个

观点的提出，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后来

十四大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理论依据，正式提出了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以来，就为我们的

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小

平同志多年以前就提出，所谓改革，首先是改革经济体

制，现在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方向，是沿着市场的方向来进行的，就是经常讲的所谓市

场取向。在这以前，我们改革进一步深化，往哪个方向深

化还不是太明确，南方谈话明确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抓住

了问题的要害。他这样一讲，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本来

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有的人是不敢讲的，还没认识到这

一点。小平同志目标非常明确，下一步的改革，就是朝着

这一步来深化。十五大报告里讲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所

以，没有南方谈话，就不可能有十四大的那个提法，也不

可能后来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也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实践。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讲市场、计划问题之后接下来讲

的。那么，究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小平同志讲了几

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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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点是生产力问题，后面两

点实际是讲生产关系问题，最后是讲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提法，我认为也是一种理论上的

创新。过去我们一讲到社会主义，脑子里就想到三个东

西，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按劳分

配，这是过去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小平同志提出的

社会主义本质，跟原来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问题在什么地

方呢？为什么小平同志没有讲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讲按劳

分配，公有制也没明确讲？这个论断是完全从中国国情出

发得出来的。因为公有制并不一定是它最本质的东西，公

有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说全部变成公有

制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的公有制，现在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

存，所以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完全等同起来。社会主

义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就全面地实行公有

制，我们过去试图这样做过，后来证明不行，因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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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没发展到那一步。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是它最本质的，

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虽然

某些剥削行为还有，但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这

一条也不能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极分化不能允许存

在，把它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这是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共同富裕，这是小平同志一贯的

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达到大家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小平同志关于社会

主义本质的这个提法，不是从概念出发，是从中国的实际

出发，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可以说这是对传统

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

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可能还是

出在人的问题上，出在党内。这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方面

来谈的。也就是提醒我们，政治路线一旦确立了以后，组

织路线的问题是不能够忽视、轻视的。小平同志在谈话中

反复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实践证明了，这个路线是要一

百年不动摇。但是，基本路线要真正做到一百年不动摇，

我们国家要真正做到长治久安，还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

要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要有好的领导班子，要

选拔优秀的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基本路线一

百年不动摇、国家长治久安的组织保证。党的组织路线问

题，也是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小事，我

们党八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大问题。今年召开十

六大，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政治报告，党中央对于今

后的若干年，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就像十五大那

样提出一个宏伟的发展计划、发展目标。再一个，就是党

中央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贯彻邓小平理论、贯彻江总书

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种组织保证。

在内容方面，小平同志当然还讲了很多问题，其中包

括两手抓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我

自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南

方谈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几个问题上得到

了最充分的体现。

记 者：我理解，从您谈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四个最

具创新意义的论断，可不可以这样说，谈话是通过理论创

新，达到思想解放；也正是由于思想得到了解放，才真正

做到了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十四

大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正式

提邓小平理论，应该说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对于邓小平

理论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能否说，它标志着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形成？

邢贲思：这个提法可以，我觉得还是准确的。南方谈

话，是小平同志最后一篇重要著作，是第三卷的最后一

篇，对于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当然形成是个过程，这

是最后的标志性的东西，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一篇标志

性的文献。

记 者：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一九九二年，从时间

上，差不多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一个中间点，更重要的

是，可以看作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个事情。请您谈谈，南方谈话的发表，怎样把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了一个新

的阶段？

邢贲思：谈话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起到更新解放的作

用，最终又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上。就是说通过实事求

是的理论创新，达到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体上是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到一

九九二年，在实践中又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是“右”的思

想的干扰和阻碍，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些干

部对以前走过的那段路对不对，下一步怎么走，有一点拿

不定主意了，困惑甚至怀疑了，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观望

一下，畏缩不前，顾虑重重。小平同志分析，要害是姓“社”

姓“资”问题，党内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不完全一致，当时

对特区、对深圳，对温州模式、对上海的保税区，都有很多

人有怀疑（包括对苏南的做法，虽然苏南是以集体所有制

为主的，也不是没看法）。温州那个时候面临的压力很大，

我去了两次温州，温州主要是私营经济发展比较快，占比

例很大，当时就已经占了百分之六七十，一些老干部明确

讲，温州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我去看了以后，温州市的

领导跟我讲，第一，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管得住，第二，

它服从政策、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在这个关键时刻，

小平同志猛击一掌，把大家向前推进，因为这个时候犹豫

动摇就等于后退，就会怀疑：改革开放对不对？特区要不

要搞？深圳特区要不要取消？小平同志目标指得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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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继续抓发展，一个是搞市场，一个是抓共

同富裕，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抓住这个没错。小平同

志讲话的意义，从当时来讲，就是破除各级干部的顾虑，

鼓励大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实践来总结经验，坚

持正确，纠正错误。小平同志反复讲，你能做到这一点，不

会错到哪里去。讲到证券、股票，好多人也有顾虑，这东西

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先试一试嘛！要允许看，更要坚决地

试，试完了以后，不行，无非把它关了就是了。讲话的这种

精神的鼓动作用、思想解放的作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

九九二年以后，我到各地做一些调查，跟干部接触，深深

感觉到讲话的巨大的精神推动力量。好多地方的干部跟

我讲，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讲话以后，我们才真正在思想

上又一次得到了解放，真正感觉到无所顾虑，干部思想精

神面貌大不一样了，真正变成了一种动力，使经济得到又

一次大的发展。所以，小平同志的讲话，在当时所起的作

用非常大。而且，使得干部都有一种紧迫感。老人家都有

一种紧迫感，他讲“我就怕抓不住这个机遇”，那么好的国

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又面临着挑战，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怎么办？上上下下都有一种紧迫感，再加上解放了思想，

精神振奋，一九九二年以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可以说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巨大的精神上的推动作用，是

不能低估的。谈话对于领导干部形成一个正确的思想，推

动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记 者：看来，从整个改革发展史来看，到一九九二

年南方谈话这个环节，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南方谈话

是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就是冲破“左”的阻碍，

推进改革开放上一个新台阶。可以说，谈话起着定心丸、

清醒剂、加速器的作用。另一方面，谈话的思想成为邓小

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对于十四

大、十五大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请您谈谈，学习南方谈

话，对我们今天理解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迎接十六大的胜利召开，具有哪些现实的

指导意义。

邢贲思：南方谈话既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

标志，也是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七一”讲话和江泽民同

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近年来结合新

的实践，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

发展。十四大报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引，明确提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十五大报告对此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江泽民同志近年来

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和党的先

进性联系了起来，指出共产党应当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

发展要求的代表。在去年发表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他又

进一步提出，要在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这些论述是在

新形势下对南方谈话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近年来江泽民同志也有不少论述。

在“七一”讲话中，他讲到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讲到要全面贯彻干

部四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

考验的干部队伍；讲到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

治党的方针，坚决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这些内容也

都是南方谈话中着重论述的，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加以补充和发展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认为，小

平同志很多论断，都没有过时，比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问题，“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问题，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

等，包括计划、市场，社会主义本质，领导班子，这些问题

的论断，对今天的现实生活还是有指导意义的。更重要的

是，这篇讲话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们今天

来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教育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没有止境。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要进一步有所发展，关

键还在于我们的干部，能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南方

谈话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从总体上看，和

平和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

战。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十六大

即将召开，现在我们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深刻领会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精神，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高举

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

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为党的十六大营造昂扬向上、团结

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为改革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

思想保证。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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