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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爭二十年

一　真理大討論的背景

今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二十個年頭，而這場歷史巨變，是從真理

大討論啟動的。馬克思曾經講過：「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

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喜地發現，從前

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1用這段話來形容1978年的中

國是很恰當的。當時毛澤東已去世一年多。許多擺在眼前的事物，人們卻因為

精神麻木而看不見，可是，1978年一下子都顯露出來了。這些問題是：一、必

須為1976年清明節人民聲討「四人幫」而被定性為反革命的所謂「天安門反革命事

件」平反；二、推倒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三、鄧小平、陳雲盡快出來參加國家事

務的領導工作；四、「四人幫」編造的一系列破壞國家、壓迫人民的所謂無產階

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必須徹底批判；五、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

價。

然而，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完全沒有這種歷史敏感。在粉碎「四人幫」問題

上，華國鋒和汪東興立下功勞，但是，他們把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意義，實質

上降低為抓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個人，他們以為抓了這四個人

以後，中國的頭等大事是迅速營造新偶像，用「英明領袖」替代「偉大領袖」，以

填補毛澤東逝世後偶像崇拜的空缺。

1976年10月14日，中央同時宣布粉碎「四人幫」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兩條重大消息。接M，在全國掀起了宣傳華國鋒的浪潮。個人崇

拜的苗頭，已經顯著地突現出來。中共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

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題為〈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社論說：「當前，我

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習毛主席在批

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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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十幾天後，10月26日，「華國鋒向宣傳部門

負責人說：當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

右路線；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

不說」2。很明顯，華國鋒選擇的是一條左的路線。但是，左的路線不僅違背全

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也違背了歷史的發展潮流。

二　「兩個凡是」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學好文件

抓住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

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四個月前華國鋒的指示

的進一步規範化。「兩個凡是」經過秀才們的加工，用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發表社

論的形式作為全黨全國的工作方針向全國人民宣示。第二天，2月8日，發出關

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它強調：「散布政治謠言」、「嚴重歪曲和損

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是「國內外階

級敵人在新的形勢下向我們黨進攻的手段」。華國鋒、汪東興反覆強調，批判

「四人幫」，要劃清「四人幫」和毛主席的界線，不能藉批「四人幫」批毛主席。

這樣一來，中國政治形勢陷入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人們強烈要求徹

底批判「四人幫」的罪惡，但是，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決定正是毛澤東批准的，

有的甚至是他親自發動的。因此，要徹底批判「四人幫」，必須認真嚴肅地正視

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或者因為批判「四人幫」而全然否定

毛澤東，或者把「維護毛主席的形象」當作保護「四人幫」的大紅傘。張春橋寫的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寫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這兩篇

論證和宣揚左傾路線的大塊理論文章，都曾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上

面。當《紅旗》雜誌社向汪東興請示要批判這些文章時，汪東興的批覆是：「這兩

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他反覆強調

「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汪東興到山東視察時甚至說：

「不能批『四人幫』把毛主席也批了。」

為了解決毛澤東和「四人幫」混淆不清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準確的、完整

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本來，這個概念也可以包含「毛澤東思想應排除毛澤東

個人的錯誤」這個意思在內，但是，當時沒有道破毛澤東也會犯錯誤，沒有提出

毛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個要害問題；這導致堅持「兩個凡是」的人表面上也能接

受這個提法。在華國鋒作的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一方面宣布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已經結束，同時又把粉碎「四人幫」說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

偉大勝利」。他指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

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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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報告特別表明毛澤東是「完整地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

繼續革命的理論」，號召全黨「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繼續革命理論」。這

樣，問題馬上發生了。準確地、完整地理解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

論，是不是就可以指導全黨全國人民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呢？事實已經說

明，這個理論以及在其指導下發動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和民

族帶來了深重災難。擺在眼前的現實十分明確，要真正劃清毛澤東和「四人幫」

的界線，必須面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必須重新討論真理標準。

三　真理標準的提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

5月12日，新華社發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登載，在全國造成很大

影響。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標題中，重點是「唯一」兩個字。文章指

明，一切理論的真理性都必需經過檢驗；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

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理論，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思想這些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不僅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它們本身的真

理性也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完全出於作者意料，這樣一篇看來是陳述一個基本常識的文章，竟然引來

軒然大波。文章剛剛被《人民日報》轉載，當天晚上，《人民日報》原總編、毛澤

東著作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吳冷西先生就打來電話，嚴厲批評當時的《人民

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吳冷西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

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作者「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

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

席指示當優化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砍旗」。第

二天（5月13日），《紅旗》前總編也打電話嚴厲指責新華社社長：「新華社轉發〈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這位《紅旗》原總編還

對別人說：「《光明日報》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

接連幾天中，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副主席指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這篇文章是針對毛主席來的」；《紅旗》雜誌社總編輯指責：「有些人抓住實

踐和真理的問題大作文章，到底是要幹甚麼？」「現在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

思想的基本原理，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

中央宣傳部長則去全國各省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會上說，這篇文章「不要以

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毛主席生前對省市委負責同

志講，不論是從那�來的東西，包括中央來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

要隨風轉。」他還向參加會議的人員連連作揖，連連說道：「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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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堅冰是怎樣打破的

針對「兩個凡是」的責難，鄧小平指出：「這些人『天天講毛澤東思想，都忘

記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

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給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3大約半

年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鄧小平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討論

的重大意義，認為這場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並指出「一個

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麼

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4。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代表中共中央對這場真理之爭所作的結論。按理說，

這場討論是達到以明確結論而結束的。從表面上看，大家似乎都接受了這個結

論，那些猛烈攻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也在各種場合作檢討，承

認自己「犯了錯誤」、「思想僵化」。但是，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兩個凡是」的

實質是，用神化毛澤東的手法，維護和堅持多年來形成的一條根深柢固的左的

路線。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打破了「兩個凡是」設置的神化毛澤東的思想束

縛，使中國走上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的路子，開闢了新的歷史

時期。但是，「兩個凡是」維護的那條左的路線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人們雖然

不再提「兩個凡是」這個概念，然而，它的思想方法依然頑強地活M。改革開放

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巨大的抵抗，抵抗的思路、手法甚至語言都是「兩個凡

是」精神的復活，只不過具體事例不一樣罷了。

中國的農村改革，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再到鄉鎮企業異軍

突起，每走一步都有人強烈反對，反對的論據依然是毛主席說過「人民公社

1978年12月，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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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單幹」、是搞「資本主

義」。可謂「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可是實踐表明，從1958年開始

搞起來的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到1978年，農業生產率都低於1952年農業合

作化之前的水平。而到1980年，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農作物收成比1979年增

產3%到5%。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鳳陽縣48萬公社社員生產的糧食不能養自己，

鳳陽農民出外要公飯是遠近聞名的。到1979年底，實行一年包產到戶的鳳陽農

民賣給國家的糧食達4,450萬公斤。鄉鎮企業的興起更是如此。與「鄉鎮企業是發

展資本主義的溫ð」、「僱工不得超八人」等說法成對比，實踐證明，鄉鎮企業對

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鄧小平高興地稱讚「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城市改革開放遇到的抵制更加激烈。1979年開始試辦特區，有人強烈反

對，指責特區除了那面飄揚的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其他都是白色的。他們所

用的思維模式、語言表達仍然是：毛主席帶領我們搞「社會主義」，你們搞的是

「資本主義」，等等。對這種論調的最有力駁斥，仍然是實踐檢驗：特區成為全

國對外開放的窗口，特區成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發達的地區，特區成為改

革開放的帶頭羊，成為人們嚮往的奮鬥之地、成材之鄉。

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改變，鬥爭更是激烈。從1979年到

1990年，鄧小平先後講了十次「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仍然遭

到激烈批判。到1990年12月，北京某大報仍然發表文章抨擊「市場經濟，就是取

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

義」。其思維方式、打棍子的模樣，和當年反對實踐標準的「砍旗論」如出一轍。

這種情況甚至發生在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身的評價之中。前不久

召開的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的活動，恐怕有一些看法不一定是實事求是的

吧。

從1978年到現在，所有的爭論實質上都是真理之爭的繼續。改革開放的觀

點、理論來自實踐，理論在指導實踐的同時又接受實踐的檢驗，並且在實踐中

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完善。二十年的歷史難道不是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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