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卷 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湘 潭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4 No． 1
Jan． ，2020

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之作
———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李 捷
(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

摘 要: 为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在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史称第二个历史诀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

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

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

史的客观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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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后，在邓小平主

持下起草通过的。在当时为改革开放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

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准则，堪称

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文献。
当时为什么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 形成第二个历史决

议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解决了哪些问

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今天有哪些意义和启示? 本文将就

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为什么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
随着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纠正，随着平反冤假错案

的深入展开，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开始，人们越来越

关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越来越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等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

各方面工作开始逐步走上轨道，但是“左”的和右的干扰继续

存在，特别是否定毛泽东、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

思潮成为一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倾向。不排除这种倾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党内和全国人民的

思想就会 被 搞 乱，刚 刚 出 现 的 安 定 团 结 政 治 局 面 就 会 被

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

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1］173“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

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

事业。”［1］173他还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

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提法，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

以讨论等，谈了自己的意见。
1979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本着邓小平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精神，从这年 6 月开始，起草国

庆 30 周年讲话的工作着手进行。当时确定的定位是: 这篇

讲话不是一般的国庆讲话，而是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 30 年

的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一个粗线条的总结。
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多次将起草稿下发征求意见。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国内外各方面高度

关注的敏感时间节点上，就重大敏感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看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原本准备往后放一放的第二

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讲话的起草是一个重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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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作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民意

基础。
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共分三个部分。在讲话的导言和第一部分“光荣

伟大的三十年”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 30 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做出的历史贡献。这就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左”的指导思

想逐步发展的过程，强调了“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

谨慎了”［2］190，“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这十七年中所

确立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过去所积累

的成功经验，也没有能够始终记住过去所犯错误的教训。这

就使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

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2］191。“文化大革命”中，林

彪、“四人帮”“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

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

最严重的挫折”［2］191。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决定国家命运的

一场大决战”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

要特征，总结了极左路线从反面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

的教训。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

进”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取得的成就，为继续贯彻

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明

了方向。
限于当时的认识，这篇讲话没有也不可能对毛泽东晚年

错误作出分析;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期以来“左”的指导

思想的发展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危害及其原因，不可能作

出深刻分析。所以说，这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回顾和

总结还是初步的。上述这些缺憾，需要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

议时加以弥补。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怎样作出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 筹备酝酿

从 1979 年 10 月国庆讲话后到 1980 年 2 月形成《决议提

纲草稿》。
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讲话发表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

工作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到 1980 年 2 月，起草组形成了《决

议提纲草稿》。
( 二) 第二阶段: 明确方向

从邓小平 1980 年 3 月 19 日谈话到邓小平 1981 年 3 月

18 日谈话。
邓小平看了《决议提纲草稿》后，不太满意。在 1980 年

3 月 19 日的谈话中，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

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1］291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

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

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1］292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

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

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

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

基本结束。［1］292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

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1］293

可以说，这次讲话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起了一锤

定乾坤的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

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

木负责。① 邓小平起了关键性作用。
从 1980 年 3 月 19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到 1981 年 6

月 22 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讲话，邓小平

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其中，收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的，有 9 次谈话节录。在这 9 次谈话

中，最重要的是前 4 次谈话，都发表在这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起草组反复修改，历时一年，直到 1981

年 3 月 18 日谈话以前，一直没有得到邓小平的认可。
在这期间，邓小平的一篇重要谈话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

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 1980 年 8 月 21 日

和 23 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

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

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

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

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1］344 这也

是后来第二个历史决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基调。
在谈话中，邓小平回答了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重

大历史问题的提问，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问题，毛泽东

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等。在回答中，邓小平从容自

定、成竹在胸。读了这篇答记者问，会感到实际上这时邓小

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思考得成

竹在胸了。
特别是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

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347

他还表示，很多问题是由制度造成的。“我们这个国家

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

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348

这两点表示，意义十分重大。第一句，表明第二个历史

决议的起草，一定会以历史为鉴，绝对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
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

历史。第二句，表明第二个历史决议决不会就史论史、就事

论事，而要 转 化 为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改 革 的 宝 贵 财 富 和 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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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就在邓小平发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不久，1980 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

将修改后的讨论稿在党内 4000 人范围内展开讨论。4000 人

讨论中提出不少问题，邓小平在第四次谈话中择要回答，这

就是 1980 年 10 月 25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

主要有:

第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

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298“毛泽东思想这

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

光辉历史。”［1］298“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

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

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301 － 302

第二，“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

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

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

如不做。”［1］299“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

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

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

削弱。不写 或 不 坚 持 毛 泽 东 思 想，我 们 要 犯 历 史 性 的 大

错误。”［1］300

第三，“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

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

确轨道上来。”［1］300“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

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

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还是 做 这 件 事。当 然，我 们 也 有 发 展，而 且 还 要 继 续

发展。”［1］300

第四，“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

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

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

误。”［1］300 － 301“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

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

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1］301

到 1981 年 3 月，决议稿基本成型了。1981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

表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1］302这样，第二个历史

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进入修改完善阶段。
( 三) 第三阶段: 进一步完善

从 1981 年 3 月至 4 月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

老干部 40 多人讨论，又经过同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0 多人讨论，直至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
1981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表示: “胡耀邦同

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
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1］303 此后，中央开始征

求一些老同志的意见。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建议在决议稿上专

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邓小平

表示:“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1］303

随后，经过 1981 年 3 月至 4 月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

和老干部 40 多人讨论，决议稿基本成熟了。
1981 年 5 月 19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针对是不是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意见，明确表态: “不

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306

他还说:“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

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

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 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

党的六十周年发表。”［1］306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之后，第二个历史决

议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1981 年 6 月

22 日，邓小平在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总的来说，

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

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
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

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

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

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30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 1981 年 6
月 27 日正式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成为继

延安整风后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后，又一个在全面完成拨

乱反正基础上实现全党空前团结、空前统一，开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纲领性文献。

三、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解决了哪些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共分八个部分，38 条，3． 4 万余字。
( 一) 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的主要

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根据陈云的建议，经邓小平拍板起草通

过的。有了这一部分内容，党的历史才摆脱了“文化大革命”

等事务所造成的阴影，展现出它的主流、主线与辉煌。同时，

正如邓小平所说:“六十年一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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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在这一部分内容里，除了简要回顾党领导中国革命的 28

年历史外，最重要的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五条基本经验。第一条，讲马

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第二

条，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领导作用和统一战线。第三条，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条，讲独立

自主与国际援助的关系。第五条，讲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

义和深远影响。

第二，阐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其中有

几个层次: 一是“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

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

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3］128。二是“革命失败后，他是成

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

411



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3］128。三是“在一九二七年至一

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

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

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3］128 － 129。四是由

此引出历史结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

首要地位。”［3］128“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

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

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

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

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3］129

第一部分的特点是: 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为整个历史决

议定了基调。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整个决议会显得“太沉

闷”［1］297。
( 二)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主要

内容

这一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继续。“建国三十二年历史”，

指的是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81 年第二个历史决议通

过之前的整个历史。在进入对新中国成立后各阶段具体问

题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三十二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作出基本评价。这样有利于分清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主流与支流。
从整体到具体、从森林到树木，这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采

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恰

到好处地体现了党史研究中的整体性原则。坚持这一原则，

就可以彰显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违背这一原则，或者不

能很好地体现这一原则，就难以彰显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

质，甚至还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失误。
第二部分主要讲了四点内容。
第一，指出这三十二年历史的主流、本质和主题。“中国

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

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历史。”［3］129

第二，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

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3］129

第三，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
从国家政权、国家统一、国家安全独立、社会主义改造、工

业建设、农业生产、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体育事业、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关系和外交十个方面，

概括了十条主要成就。
第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所犯的严重错误，概括论述了

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一是指出犯了哪些错误: “由于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

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

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

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

误。这 就 使 得 我 们 没 有 取 得 本 来 应 该 取 得 的 更 大 成

就。”［3］132二是指出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忽视错误、掩
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

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

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

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3］132 三

是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

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3］132。
这一部分提纲挈领、高度凝练，对后面的第三至第五部

分起了总纲的作用。领会以下这几部分内容，需要联系第二

部分内容完整地领会，才能防止片面性，正所谓“纲举目张”。
( 三)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主要

内容

这一部 分 完 全 是 按 照 历 史 顺 序 写 的，主 要 讲 了 以 下

六点。
第一，对整个七年作了总体评价。“从一九四九年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

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

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

得的胜利是辉煌的。”［3］133

第二，对前三年作了概述，并给予高度评价。①

第三，充分肯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

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3］133“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

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3］133

第四，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也指出了后期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在过渡时期，我

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

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改造过程中，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② 尽管存

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的问题，

“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

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3］135。
第五，充分肯定了国家工业化建设成就。“我国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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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

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

业化 所 必 需 而 过 去 又 非 常 薄 弱 的 基 础 工 业 建 立 了

起来。”［3］135

第六，充分肯定了党的八大路线。“‘八大’的路线是正

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

方向。”［3］136

( 四)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主要

内容

这一部分，虽然也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叙述的，但与前面

各部分写法有所不同。为了区分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主流

与支流、正确与错误，这一部分采取了先讲成就与主流，再讲

失误与支流的写法。
这一部分，主要讲了以下五点。

第一，充分肯定了这十年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

设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 重

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

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

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

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

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

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

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

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
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

质量得到显 著 提 高。科 学 技 术 工 作 也 有 比 较 突 出 的 成

果。”［3］136 － 137

第二，充分肯定了这十年积累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

要经验。决议分了三个层次来叙述。一是作为中共八大路

线的直接发展的重要经验与理论成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

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

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

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

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这些都 是‘八 大’路 线 的 继 续 发 展，具 有 长 远 的 指 导 意

义。”［3］137二是肯定了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错误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

等提出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

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

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 周

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

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

观点; 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

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

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

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

制等观点; 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

营的观点; 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

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3］137 － 138

三是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党中央制

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

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
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

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138

第三，充分肯定了这十年的主流。“我们现在赖以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

来的; 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

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

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3］138

第四，实事求是地指出这十年出现的严重失误。主要

是: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以及“反右倾”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

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及对一些

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

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对上述这些严重错误的分析论

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在叙述三次“左”的严重失误的过

程中，采取了既讲失误过程又讲纠正失误过程的方法，呈现

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探索的反复性，从

而避免了要么一切肯定、要么一概否定的简单片面的做法。

第五，对这十年取得成就的原因和出现严重失误的责任

进行客观分析，并说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这

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

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

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

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

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

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

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
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3］141

( 五)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既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也是国内外高度

关注、高度敏感的内容。为了更好地阐明“文化大革命”发生

的背景、原因、过程、社会历史根源，以及沉痛教训，第二个历

史决议没有采取简单的历史叙述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以论为

纲、以史为纬的史论结合的方法进行论证。

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概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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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在阐述了毛泽

东的主要论点后，决议指出: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

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

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3］142“历史

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

命集 团 利 用，给 党、国 家 和 各 族 人 民 带 来 严 重 灾 难 的

内乱。”［3］144

第二，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经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 1969 年 4 月党的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第二阶段，是从党的“九大”到 1973 年 8 月党

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 1976
年 10 月。在对“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的分析论述中，实际

上回答了四个重要问题。第一，“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主

要表现在哪里。这贯穿在整个三个阶段的叙述里。第二，毛

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第

三，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但并非都是错误，实际上还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失

误，并领导全党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

斗争。第四，如何认识和理解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作

用。一方面，党的领导受到极大破坏、极大削弱; 另一方面，

党的领导始终没有中断，始终在艰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作了全面

的、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

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

任”［3］147 ; 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3］147。决议特别强调:“因

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

人民始 终 把 毛 泽 东 同 志 看 作 是 自 己 敬 爱 的 伟 大 领 袖 和

导师。”［3］147 － 148

第四，强调“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

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

停止的”［3］148。“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

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

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

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

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

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

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

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

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

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

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

民，我们 的 党 和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具 有 伟 大 而 顽 强 的 生 命

力。”［3］148 － 149在这些论述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认识，

即需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

来。我们要根本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不是把整

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统统否定。
第五，进一步分析“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

年之久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决议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

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

继续探索”［3］149。“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

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

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

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

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

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

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3］149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

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

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3］150 二是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

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

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

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

坏”［3］150。“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

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

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

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

发展。”［3］150 － 151

( 六) 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一样，采取按时序叙述的方式，主

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肯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意义。①

第二，指出“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同党的工作在徘徊

中前进局面的内在联系。这主要是由于提出并坚持“两个凡

是”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致使出现了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3］152。当然，在讲这段历史

时，一定要注意“前进”是主流、本质，“徘徊”是第二位的。
之所以会在“徘徊中前进”，既是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在起作用，也是由于历史惯性在起作用。
第三，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作

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

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3］152“这些在领导

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

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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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

作，使我 们 的 国 家 在 经 济 上 和 政 治 上 都 出 现 了 很 好 的

形势。”［3］152 － 153

第四，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年多时间里取得

的六个方面成就。① 通过这些成就，可以看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的这两年多时间有一个特点。这里面既有为结束

过去所作的大量繁重工作，也有为开辟未来所作的富有开创

性的工作。这是历史性转折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点。这一

鲜明特点，不仅体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体现

在为这次全会作了重要准备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

体现在全会召开后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所做的卓有成效的

努力上。没有一个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

善于处理复杂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便难以完成这一

伟大历史性转折。
( 七)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和灵魂，为后来开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也为党和

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奠定了政治基础，划定了政治底线。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七点。
第一，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

地位。②

第二，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

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

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

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

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

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

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

解放 战 争 时 期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以 后 继 续 得 到

发展。”［3］156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界定。“毛泽东思想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

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

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

作出了重 要 贡 献，毛 泽 东 同 志 的 科 学 著 作 是 它 的 集 中 概

括。”［3］156之所以做这样的界定，并非是坐而论道，而是要很

好地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如何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

年错误科学地、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对于全党能否统一思想

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系极大。
第四，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以哪些独创性的理论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科学而严谨的阐述。“毛泽

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

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56 ( 一) 关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中 国 社 会 各 阶

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

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3］157 ( 二) 关于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 人

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

作中。”［3］158 － 159 ( 三) 关 于 革 命 军 队 的 建 设 和 军 事 战 略。
“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

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

的经验，系统 地 提 出 了 建 设 人 民 军 队 的 思 想。”［3］159 ( 四)

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

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

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

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

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3］160 ( 五) 关于思想政治 工 作 和

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

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

延安文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纪 念 白 求 恩》、《为 人 民 服

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3］161 ( 六) 关于

党的建设。“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反对自由主义》、《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

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

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3］161 这里为了行文简

洁，略去了决议在论述每一方面时的具体内容，但保留了

提出的主要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实际上是第二个历史决

议为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开列的经典书单，值得我们高度

重视，认真品读。
第五，第一次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

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 穿) 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

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

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

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

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

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

( 哪) 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

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3］162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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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括十分重要，意义十分深远。特别是强调指出，这些活

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

法”，这就表明，我们党无论何时都要始终坚持和运用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使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石。
第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这种肯定，

是通过三个层面进行的。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层面。“毛

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

行动。”［3］165二是武装全党层面。“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

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3］165三是毛泽东科学著作层面。“毛

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

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

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

前问题的了解; 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
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165最后，指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

想是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

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3］165

第七，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

的重要政治论断。“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

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

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

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

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

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

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

同志晚 年 所 犯 的 错 误 区 别 开 来，而 这 种 区 别 是 十 分 必

要的。”［3］165 － 166

( 八) 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奋斗”的主要内容

这恰恰是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性转折重

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部分，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

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算历史旧账，而是

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
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在奋斗目

标中，决议不仅继续强调“四个现代化”，而且根据新的形势

和新的认识，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我

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

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3］166 在

决议的结束语部分还进一步提出:“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

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

努力奋斗。”［3］174这为后来党的十二大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二，将“四项基本原则”郑重写入第二个历史决议。决

议指出:“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

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

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

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

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

能容许的。”［3］166

第三，概括提出三个重要政治结论。这三个结论是:“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3］166，“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3］167，“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

国”［3］167。
第四，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我们的

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

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

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

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

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

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

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

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

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3］167在这段论述中，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四个基本要点已经提出来了。一是“我国已经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我们的社会主

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三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

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四是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

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第五，深刻总结提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

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

路”［3］168的主要点。这些主要点既包括新中国探索的成功经

验，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还包括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新探索，一共有十条①: ( 一) 在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 同 落 后 的 社 会 生 产 之 间 的 矛 盾。
( 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

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三)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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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

产的发展。其中特别强调: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

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

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3］169这里提出了改革理论的雏形。
( 四)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

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

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五) 逐步建

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

务之一。( 六)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七) 改善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

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八) 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

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

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 九) 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

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

平。( 十)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

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十条总结，实

际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雏形。由此，再次彰显了总结历史与开辟未来的

内在逻辑，彰显了坚持真理与理论创新的内在联系。正因为

如此，决议中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认 识 程 度，显 然 超 过 了 建 国 以 来 任 何 一 个 时 期 的

水平。”［3］173

第六，阐明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

论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扬革命精神的原则的区别，

为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不但要

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

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

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

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

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

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

大革命的一个阶段。”［3］172“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

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

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

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

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

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3］172

第七，阐明对待错误和挫折的正确方法。“我们党敢于

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

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

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

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

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

素。”［3］173“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

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

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

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3］167

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义和启示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伟大新

时期的继续。它的历史意义在于:

一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性转折期的总枢纽使命。这

个总枢纽，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只有很好地结束过

去，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
二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性转折期的平稳衔接使命。

在这个平稳衔接中，既要很好地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又要很

好地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

任务。
三是它很好地完成了将沉痛教训转化为宝贵财富的使

命。“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既不能因

此而否定整个历史，也不能回避这段历史，必须给这段历史

以负责任的交代。更为重要的是，教训也是宝贵财富，关键

看如何正确地对待、正确地总结，使之转化为继续探索新路

的宝贵经验。
四是它很好地记取了国际共运史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

斯大林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历史性灾

难，并为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政治基础，划

定了政治底线。
回顾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给我们

的深刻启示是:

第一，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不能任意假

设，更不能任意否定。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

和困难，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 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

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
好前进。

第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曲折中奋

起、在浴火中重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的表现。社会主

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成功也会有曲折。人世间

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失败为成功之母。”毛泽东

同志也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

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

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
第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全面客

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

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

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

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

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

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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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一个

试金石。我们当然不希望有错误，更不会故意犯错误。但

是，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来说，

就科学社会主义探索史来说，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因此，

对于错误的态度，就成为考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同

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也是衡

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

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

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

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

的历史教材。
第五，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而不是为了在历史旧

账上纠缠不休。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

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

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十一届三

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大转折; 又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顺利地越过了历史的

昨天，满怀希望地走向历史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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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ic Work that Summarizes the Past and Creates the Future
———Ｒeview the Ｒesolutions to Certain Historical Issues about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LI Jie
( School of Marx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s Ｒesearch Center，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raw conclusions on some crucial historical issu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con-
solidat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stability and unity，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the Ｒesolutions to Certain Historical Issues a-
bout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drafting of“The Second Historical Ｒesolution”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preparation for brewing，clear direction and
further perfection． It emphasizes on analyzing and solving some crucial issues of the CPC’s history，such as the mainstream and es-
sence of the CPC’s history in the thirty － two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how to correctly treat achieve-
ments and errors of the CPC，the complex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of the“Cultural Ｒevolution”，etc． It scientifically evaluates
Mao Zedong’s historical status and gives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s． In addition to that，it also draws a clear
goal and future of the CPC in new history． Looking back on history and facing the future，we must respect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istory an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correct mistakes and insist truth，an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create future in summing up history．

Keywords: Ｒesolutions to Certain Historical Issues about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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