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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何 云 峰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遭遇到至少五次重大考验：大革命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１９８９年政

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每次遇到重大考验，党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功地应对考

验，并打开新局面。这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在重大考验面前，要坚定信念，勇于面对困难和挑

战；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

种条条框框，以新思路开新局；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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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 产 党 迄 今 已 经 走 过 了１００年 的 发 展 历

程，在这１００年中，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遭遇到

至少五次重大考验：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

乱造成的严 重 局 面、１９８９年 政 治 风 波 和 苏 联 解 体、

东欧剧变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重大考验中，党总

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功地应对考验，打开新局

面，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和深思。本文拟对中国共产

党应对这五次重大考验的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党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经验，希望对

新时代党的事业的发展有所启发。

一、党对大革命失败的应对

自１９２４年起，中国共产党和国 民 党 携 手 合 作，

发动了一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正当大革命

如火如荼 蓬 勃 发 展 的 时 候，１９２７年 上 半 年 风 云 突

变，国民党领 导 人 蒋 介 石、汪 精 卫 相 继 发 动 反 共 政

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严峻的生死

考验。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２７年

３月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达３１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２．６万多人”①。陈延

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

党的优秀儿女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地方的

党组织被打散；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甚至

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近６万人锐减

到１万多人。党内思想极度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
面对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可贵的大

无畏品格。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

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继续战斗了。”②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了著名

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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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用血与火 的 语 言，宣 告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不 畏 强

暴、坚持革命的 坚 强 决 心。紧 接 着，８月７日，中 共

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清算了大革命后期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

央派毛泽东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看到参加

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严重受挫，进攻长沙

的目标无法实现，就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进军

井冈山，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
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

建设，并且注意同当地的农民武装领袖袁文才、王佐

搞好关系，逐渐在井冈山地区站稳了脚跟，最终建立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带领南昌

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根据地军

队的实 力 大 大 增 强。１９２９年，随 着 革 命 形 势 的 发

展，毛泽东和朱德又率领部队下井冈山，向赣南、闽

西进军，随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扩

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国其他地方也纷纷建立革

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走向全面复兴。
遗憾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一段时间 内，中 共

中央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将精

力主要放在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上面。毛泽东进军井

冈山，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遭到中共中央的严

厉批评。毛泽东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

务。到井冈山传达文件的人竟然误传毛泽东被开除

了党籍，毛泽东被迫当了一段“党外民主人士”，连参

加党的会议的权利也没有了。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

自己的主张，他不唯书、不唯上，坚信在农村建立革

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最终开创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促成了中

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在进军井冈山的前前

后后，一直面临着诸多指责和压力。在教条主义者

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能上山当“山大王”，
山沟里怎么能够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用实际行动

回答了他们的质疑。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地地盘也越来越大，革命形

势的发展如火如荼。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却

因为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在上海无法立足，最后不

得不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共

产党人都只是死守书本上的教条，只是照搬别国的

模式，只把眼睛盯着城市，中国革命恐怕早就被葬送

了。历史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城市中心论的

束缚，大胆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对于正确应对大革

命失败的考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二、党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应对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

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

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又一次

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对国民党重兵的包围，主

力红军被迫 实 行 战 略 转 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中 旬，中

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８６０００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

据地，向湘西突围，开始了悲壮的长征。在突破敌人

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人数锐减至３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队又

在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

军一网打尽。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计划，

全军西进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通道紧急会

议上，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但博古、李

德仍然坚持 到 湘 西 去。１２月１８日，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赞

同毛泽东的建议。会议作出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

的计划，改向 黔 北 挺 进。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 军 攻

克黔北重镇遵义。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

导人的军事指挥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

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

同志甚至与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

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在长

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中，酝酿着要 求 纠 正 错 误、改 变 领 导 者 的 思 想 和 意

见。
由于长期患病而身体虚弱的毛泽东当时不得不

坐在担架上行军。“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

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

了道路。”①他 对 和 他 一 同 坐 在 担 架 上 行 军 的 王 稼

祥、张闻天等人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

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

上的错误，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结成了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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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同盟。毛泽东此举被西方人戏称为“担架上的

‘阴谋’”①。
实际上，不仅王稼祥和张闻天站在了毛泽东一

边，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

古、李德等人 的 分 歧 越 来 越 大，一 路 上 展 开 多 次 争

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

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
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

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

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

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

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
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

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
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

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

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

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

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

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

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

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

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

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

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

告，而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

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
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

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各支部讨论。张闻天在

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

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

决议》。这个决议，后来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

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应对第五

次反“围剿”失败这次重大考验的关键。这次会议在

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

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遵义会 议 是 党 的 历 史 上 一 个 生 死 攸 关 的 转 折

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毛

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

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

中具有决定 意 义 的 胜 利。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 泽 东 等

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将陕北作为落脚点，作
为中国革命 的 大 本 营，从 此，中 国 革 命 打 开 了 新 局

面。

三、党对“大跃进”失误的应对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运动，由于急于求成，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以高指标、
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泛滥，加上１９５９年下半年的反右倾运动和严重的三

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出现了极端严

重的经济困难。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趁机对

我们施压，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严峻考验面前，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

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和错误。１９６１年１月，
八届九中全 会 正 式 决 定 对 国 民 经 济 实 行“调 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转入调整的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恢复实事求

是的优良传统。他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

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

不成，不如缓 一 点，波 浪 式 地 向 前 发 展”②，“不 要 图

虚名而招实祸”③。“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

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

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
现在就做得很少了”④。“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一 切 从 实 际 出 发，没 有 把 握 就 不 要 下 决

心”⑤。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

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
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去。刘少奇带领一个调查组回

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湖南农村进行了４４天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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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住就是１８天。他走村串

户，听 汇 报，看 实 情。他 明 白 地 告 诉 大 队 干 部 和 社

员：请你们谈话的时候，放开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

有，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

评，不辩论。农民心里有了底，他们把想说而又不敢

说的话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因此掌握了大量的真

实情况，对形势的严重性和问题症结有了清醒的认

识。①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 至２月７日，党 中 央 在 北 京

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总

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开“出
气会”的方式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

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

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

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具体领导下，对国民经

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

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

建大批基本 建 设 项 目；缩 短 工 业 战 线，实 行 必 要 的

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

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在国际上，毛泽东领导全党以大无畏的精神与

苏共展开论战，坚决抵制苏共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

主义作风，使其控制中国的企图无法得逞。对于美

国的侵略行径，中国也给予了坚决回击。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经过党和人

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开始全面好

转，到１９６５年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党领导人

民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如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 功；１９６５年 实 现 石 油 全 部 自 给，从 此

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

成结晶牛胰岛素；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

电望远镜研制成功，等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

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 领 导 下 与 困 难 作 斗 争 的 巨 大 勇 气 和 力

量。

四、党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造成的严重局面的应对

　　１９６６年，为 了 防 止 资 本 主 义 复 辟，维 护 党 的 纯

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毅

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这场持续

十年之久的“大革命”，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最终搞

得心力交瘁。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他带着无限的遗憾

和伤感与世长辞。同年１０月６日，以华国锋为首的

中共中央采 取 果 断 措 施，粉 碎 了 祸 国 殃 民 的“四 人

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终于画上了句号。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

重灾难，社会 陷 入 长 时 间 的 动 乱，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缓

慢。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

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

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下降。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

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
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
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

会。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

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

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华国锋的

“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明显与时代脱节，与人民

群众的期望也相去甚远，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扭转十

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

小平在重新复出后连续发力出招，为拨乱反正、实现

历史的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他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１９７８年６

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

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号召

“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

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②。此后，《解

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

章，一批老 同 志 也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支 持 或 参 与 讨 论。
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

了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是为改革大造舆论。１９７８年９月，邓小平

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

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告诫当地负责同志，世界

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

现，我们关起 门 来 不 行，不 动 脑 筋 永 远 陷 于 落 后 不

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③

２１

①

②
③

雷国珍：《刘少奇与６０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湖南党史》，１９９９
年第５期。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１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８页。



再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闭幕词，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定调。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

论经济工作的，但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

改变了会议议程，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邓 小 平 在 闭 幕 会 上 作 了 题 为《解 放 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
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

马列主义、毛 泽 东 思 想 为 指 导，解 决 过 去 遗 留 的 问

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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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并语重心

长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

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②在中国面

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

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为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总基调，实际上

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等人连续发力出招，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召

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大转折做了充

分的铺垫和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

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

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

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

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

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
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

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

系统处理历史上重大是非的拨乱反正问题。会议还

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科学看待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

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作出

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

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

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改
革开放从此拉开了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得以正式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考

验的光辉典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

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

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

五、党对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和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应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

又出现了一次重大考验。
首先是国内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了 一 场 严

重的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

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

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这场政治

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

利益。

１９８９年６月９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

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
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他要求

全党，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对

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予以纠正，不足的要加以改

进。他斩钉截铁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

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

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还不够一贯和坚决，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

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照样坚持

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１９８９年６月 下 旬，党 召 开 十 三 届 四 中 全 会，产

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十

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

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

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

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③他一再表示，新的

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并有秩序地工作，他就不再过问

了。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

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
一出事就不 可 收 拾。”④他 明 确 告 诉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这是我的政治交代。”⑤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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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保证了党

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大局的稳定，使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继续前进。这

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应对了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

这一重大考验。
其次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剧变，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由此出现低潮。虽然长期以来东西方两极冷

战结束了，但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承
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

压力面前，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党当时面临的重

大课题。
其实，早在１９８９年东欧国家发 生 动 乱 的 时 候，

邓小平就针对国际局势提出了明确的应对方针：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他强调：“要冷静、冷

静、再 冷 静，埋 头 实 干，做 好 一 件 事，我 们 自 己 的

事。”①西方国家 因 为１９８９年 政 治 风 波 对 中 国 进 行

“制裁”，邓 小 平 坚 决 顶 住，毫 不 退 让。他 坚 定 地 指

出：“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

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

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
泰然处之。”②同 时，邓 小 平 强 调，面 对 压 力，中 国 最

重要的事情是加快发展，不要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

针政策方面出现动摇。
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面对危局一定要坚持改革

开放不动摇，但有些人还是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做

出了过度 的 反 应。一 些 人 对 社 会 主 义 前 途 缺 乏 信

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

质疑，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在此关键时刻，

１９９２年年 初，邓 小 平 视 察 南 方，发 表 了 重 要 谈 话。
他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途

中，他多次 发 表 谈 话，强 调 党 的 基 本 路 线 要 管１００
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要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

道理。
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做

出了冷静而乐观的判断。他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

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

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

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

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

主义好像被 削 弱 了，但 人 民 经 受 锻 炼，从 中 吸 收 教

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

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③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

答了长期困 扰 和 束 缚 人 们 思 想 的 许 多 重 大 认 识 问

题，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思想迷雾，是把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充分证

明：理论的伟大不在于词句本身，而在于它的彻底性

和现实性。马 克 思 说：“理 论 在 一 个 国 家 实 现 的 程

度，总 是 取 决 于 理 论 满 足 这 个 国 家 的 需 要 的 程

度。”④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这样满足中国现实需要

的真正理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的

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

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

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

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

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

开放步入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繁

荣发展的新阶段。

六、百年来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１００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至

少五次重大考验。为什么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每次

都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
至少有以下几条重要启示：

第一，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既要看到不利的

方面，又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全面准确地分析形势，
是正确应对考验的重要前提：既要看到形势对我不

利的方面，也要看到形势对我有利的方面，只有这样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应对考验。比如，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长征路上进

行围追堵截，对红军要赶尽杀绝，党和红军面临着生

死考验，毛 泽 东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形 势 的 极 端 严 重 性。
但毛泽东同时也看到，党和红军遇到的严重挫折会

让很多人由此觉悟，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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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确路 线 上 来，这 又 何 尝 不 是 有 利 的 方 面 呢？

所以毛泽东抓住机会，一路上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积极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最
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重

新回到领导岗位，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再比如，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许多人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忧

心忡忡，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

极为不利。邓小平却认为情况并不尽然，他明确指

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

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

利的 条 件 存 在 着，机 遇 存 在 着，问 题 是 要 善 于 把

握。”①面对风云 变 幻 的 国 际 局 势，邓 小 平 反 复 强 调

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提出了“冷静

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

不当头、有所 作 为”②的 方 针，领 导 全 党 和 全 国 人 民

成功应对了当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些例子充分

说明，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对于成功应对考验是极

为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辩证法，面对考验时要进行辩证思维，能够

一分为二地分析和看待事物。
第二，要坚定信念，镇定乐观，勇于面对 困 难 和

挑战。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困难面前不悲观、不
退缩，是正确应对考验的必备品质。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 的 精 神 支 柱。”③有 了 坚 定 的 理 想 信 念，
在危机来临时才不会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才能够镇

定从容，直面困难和挑战。大革命失败后，正是有了

一大批拥有坚定信念、坚持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

人，革命的火 种 才 没 有 熄 灭，革 命 的 红 旗 才 没 有 倒

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顺利度过，也要归功于

党和人民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压力面前不屈服的

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精神。在那个难忘的年代，全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

斗，大干社会主义，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当时

涌现出了众多光辉的榜样，如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住窝棚、吃玉米，
依靠人拉肩扛干大油田的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河南林县人民；
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等等。他们的感人

事迹，充分展示了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历史充分

证明，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旦

补足了理想信念这一课，遇到困难和挑战就能够积

极面对，不但不会被困难和挑战所压倒，反而能够战

胜一切困难和挑战。

第三，要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 工 作 中

的失误。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

误，是正确应对考验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人不

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圣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免的，重要的

是要勇于反思自己，认真纠正失误。中国共产党人

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能够成功应对考

验，不断走向 成 熟：从 大 革 命 失 败 的 教 训 中 认 识 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此开始拿起枪杆子进行武

装斗争；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认识到教条主

义的危害，从此将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毛泽东

重新推上领导岗位；从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中品尝到

急于求成酿就的苦果，从此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再好

高骛远；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认识到稳定发展

环境的重要性，从此一心一意搞建设，并确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和苏

联解体东欧剧变中认识到改革停滞或者倒退是死路

一条，从此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坚实。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只有善于从失败的教训中反省

自己，才能找出应对考验的正确方案，进而通过纠正

错误摆脱困境。
第四，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 框 框，以

新思路开新局。解放思想是正确应对考验的重要法

宝。所谓解放思想，是指“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

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

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

和形 而 上 学 的 桎 梏 中 解 放 出 来”④。只 有 解 放 思

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才能以新思路开新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１００年的风雨历程中历经

磨难而不衰，久经考验而不败，屡次化险为夷、转危

为安，靠的就是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大革命失败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破除城

市中心论的束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全新的 革 命 道 路，从 而 使 革 命 得 以 走 向 复 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大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僵化封闭意识形

态的束缚，大胆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将党

的事业带入了新的境界。解放思想在关键时刻挽救

了党，挽救了党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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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共产党人只要用好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党的

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第五，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 取 真 理。

通过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是正确应对考验

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

基本方法，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认清国情，正确

地分析形势；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接触和了解到

真实情况，摆脱理论框框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只有通

过调查研究，才能拉近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加深和人

民群众的感情，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心声，汲取人民群

众的智慧，求取到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在大革命

时期到农村进行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才得以在

大革命失败后首先找到中国革命的新的发展道路；
大跃进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才得以找到应对困难和危机的有效

措施，度过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
期邓小平下放到江西，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才得以

彻底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痛定思痛，下决

心拨乱反正，并推动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社会主

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调

查研究对于正确应对考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方

法。习近平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

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①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遇

到问题时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决不能坐

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做人民群众反感和痛恨的“三
拍”（指拍 脑 袋 决 策、拍 胸 脯 保 证、出 了 事 拍 屁 股 走

人）干部。

结　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充

分证 明，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一 个 伟 大、光 荣、正 确 的 党。
在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辩证地分析形

势，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

胆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条条框框，通过调查研究向人

民群众求取真理，从而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认

真总结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

思想营养，对于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应

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

①　习近平：《在武 汉 主 持 召 开 部 分 省 市 负 责 人 座 谈 会 时 的 讲 话》，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日。

（责任编辑　王华生）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Ｈｅ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ａｉｆｅｎｇ４７５００１，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ｃｏｕｎｔｌｅｓ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ｓｔｓ：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ｎｔｉ－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ｎ－ｙｅａｒ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ｉｎ　１９８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Ｅｖｅｒｙ　ｔｉｍｅ　ｉ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ｓｔ，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ｕｒｎ　ａ　ｂａ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　ｇｏｏｄ　ｏｎ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ｕｐ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ｂｒｉｎｇｓ　ｕ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ｓｔ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ｍ　ｏｕｒ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ｂｅ　ｂｒａｖ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ｃａｌｍｌｙ，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ｗｏｒｋ；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ｅ　ｏｕｒ　ｍｉｎｄｓ，ｄａｒ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ｊｏｒ　ｔｅｓｔｓ；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