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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罪”带来全

民思想解放

齐鲁晚报：《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为三十多年来的改
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产生
的背景大家也相当熟悉，那它在
当时有什么任务和涵义呢？

胡福明：当时，中国刚刚经历
了“文革”十年浩劫。粉碎“四人
帮”以后，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
但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被错
误地定性为反革命运动，邓小平
被说成“四五运动”的后台，全国
人民都要求为他平反。

不过，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否
定了人民的要求，提出了“两个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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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一文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的理
论、思想、路线、政策是不是正确
的，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
明白，分清是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基本常识，但是，这篇文章
在当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它不
是重复，而是针对“两个凡是”，批
判和否定“两个凡是”，破除长期
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思想。

齐鲁晚报：1978年5月11日《光
明日报》公开全文发表《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
向全国发了通稿，《新华日报》、《人
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也相
继转载。请问您有压力么？又是怎
么样从一篇文章引发了邓小平同
志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呢？

胡福明：文章发表后，中央一
些领导公开指责我，说这篇文章是
砍旗的，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
丢刀子的，反对毛主席的。这个罪
名不得了，可以说是“弥天大罪”。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
同志在那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内容是态
度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严
重批评了照抄照传上级的指示、
文件的“本本主义”态度，批判了
唯书唯上的态度。

此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又重新
起来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真理
标准大讨论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各
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各大军
区的司令员、政委，中央各部门的
领导、解放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几乎
都发言了，全国的干部、知识分子

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报
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消息。

所以我说，这一次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经济发展“正能量”

都由改革提供

齐鲁晚报：从改革开放初期
到如今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又将如何传承？

胡福明：我国经济发展以来
的“正能量”，都是改革提供的。

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关于真理
标准的大讨论，这为十一届三中
全会准备了思想基础。全会否定
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
论，重新决定把经济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
民的中心工作。而且，会上提出了
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了
新一阶段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
会创新了一个观点，过去确定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
用，发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两次改革有一个精神是相同
的，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
思想武器，发现阻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问题，实施改革，突
破已有体制的阻力，推动经济社
会一往无前地发展。

齐鲁晚报：那么，前后两次改
革有什么不同呢？

胡福明：我想本质上是一样
的，区别就在于所处的时代背景
不同，发展的阶段不同，面临的任
务也不相同。当年是开创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今天是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体制没有尽善尽美，

只能不断创新发展

齐鲁晚报：1993年，邓小平曾
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
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共
同富裕，财富怎么分配，将来总有
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在如今看
来，如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

胡福明：没错，现在这个阶段
应该认真考虑邓小平同志提醒的
这个问题，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
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
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第二，从
现阶段情况来看，贫富差距越来

越大，应该适度地缩小这个差距。
主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限制最
高收入群体，稳定、发展中低收入
群体，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

改革开放36年来，我们依靠
“摸着石头过河”。而如今，改革已
到“深水区”，我们需要“顶层设
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全
面深化改革。这都是从实践的基
础理论发展而来的方法论，只是
实践的任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而
各不相同。

我认为，改革不可能从一开
始就是十分完美的，它必须在实
践中检验、摸索、发展、完善，再发
现一些新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没有捷径，实践的探索没有
捷径，解放思想也没有捷径，改革
也没有尽头。假如说，到哪一天改
革就完美了，就截止了，我看没有
那一天。

这三十多年应该是最辉煌
的、成就最大的三十多年，也有很
多问题。总体权衡一下来看，没有
问题、没有瑕疵的发展是不可能
的，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
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健康是事关全民的大主
题，但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求不
出现空气污染、水污染，我认为不
太可能。这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
出现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通
过发展来解决，不能因为有问题
就不发展了。否定发展，那么问题
更解决不了。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改
革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实
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体制
没有尽善尽美，都是在实践中不
断创造、创新、发展。

齐鲁晚报：36年后的今天，再
看这篇文章，您有什么感慨呢？那
么面向未来，我们如何更加地解
放思想，真正地做到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胡福明：真正做到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想我们已
经真正做到了。当然，它也没有止
境，我刚才说到了，解放思想没有
止境，因为实践的发展没有止境，
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

实践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问
题，具有阶段性。思想解放需要解
决的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这
是需要结合每个历史阶段的特
征，需要抓住每个历史阶段的具
体矛盾才能下结论的。

所以我们要去发现改革进程
中的问题，深入研究具体阶段的
具体矛盾，在实践的发展中提出
新办法、新理论、新措施。

9月22日，胡福明在家中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寇润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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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邓小平，人
们说得最多的是改
革开放，而说到改革
开放，几乎整个阶段
的思想基础都是在
围绕《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这篇
文章来进行的。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特
约评论员文章《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随后，由这篇
文章引发了全国上
下关于真理标准的
大讨论，为改革开放
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3 6年
后的今天，作者胡福
明老人再次回顾自
己所写的《实践是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觉得这篇文章
依然在发挥其作用。
老人说：“《实践》这
篇文章讲了一个基
本常识，只是不同时
代的‘实践’，各有各
的任务。”

光明日报在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时的版面。

本报记者 寇润涛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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