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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反反腐腐与与改改革革
是是邓邓公公思思想想的的接接力力

政治与道德并重

齐鲁晚报：邓小平曾说，治
理国家的路线确定了，也要有人
来执行好。从这句话来看今天的
反腐，有何借鉴意义？

石仲泉：过去一个时期评价
官员，比较看重政治态度。只要
拥护改革开放，拥护中央决策，
还有工作能力，就觉得这个同志
不错，但是道德方面，比如男女
关系方面的问题视为生活作风
之类的小节问题，看得不是很
重，其实小节问题会慢慢变成大
节不保的。

齐鲁晚报：贪腐分子除了权
钱交易，往往还有权色交易。

石仲泉：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从公布的
材料看，爬上高位的贪腐分子，
没有听说他们怎么反对改革开
放，往往因为他们有政绩被提
拔很快，但是，他们的道德品质
不过硬，掌握一定权力后就把
握不住自己，经不住钱、色诱
惑，堕落了。所以，政治之德与
道德之德的背离，已成为目前
官场的一个突出现象。

齐鲁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

石仲泉：我觉得从十七大
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
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十八大非常突出地强调
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存在道
德失范问题，要抓好道德建设
这个基础，党员干部要重品行，
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今
年五四，习近平在北大的讲话，
谈到小德大德的问题，讲得非
常清楚。不能仅仅看政治立场
怎么样，还要重品行、重精神境
界，即道德之德。

齐鲁晚报：政治立场也重
要，但是就目前干部存在的突出
问题来说，反对中央的改革开放
路线已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石仲泉：目前干部存在的问
题，主要方面是道德品质问题。
你再有能耐，道德品质不行，那
绝对不能用你。

齐鲁晚报：政治与道德，在
选拔任用官员上应该是怎样的
一种把握？

石仲泉：这两个方面并重，
不能重此轻彼。党员干部特别是
重要的领导干部，在道德方面有
缺陷，会影响党的形象，败坏党
的声誉。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
听到不少不满的声音？其中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贪腐势头没有得
到有效遏制，老百姓当然不满
意。现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就是要教育党员干部真正
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齐鲁晚报：有一个词叫“正
本清源”，反腐是否可以看作党
员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过程？

石仲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思想上的

“正本清源”，明确是与非。反四
风，就是干部队伍的自净过程，是
要由表及里，教育党员干部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
心实意地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是
要把全党干部的脑袋瓜洗一洗，
去掉那些谋私利的坏思想，强化
那些“为民、务实、清廉”的好思
想、好作风。

从反腐来看，

改革进入新阶段

齐鲁晚报：您之前参与起草
过党的重大历史时刻的一些决
议，在您看来，如今反腐已涉及
到周永康这一级别，这一阶段我
党对贪腐和贪官的查处力度在
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石仲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以来，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是空前
的。省部级干部这一级别，十八
大以来已经有近40人被查处，而
且反腐到了政治局常委一级，过
去是没有这么大力度的。

苏荣是副国级，周永康属于
正国级，按照公职来讲，这是中
国公职最高级别的官员，周永康
和国家主席、总书记都是一级
的。

齐鲁晚报：从党的发展角度
看，怎么看待和评价党在这一历
史时期的作为？

石仲泉：从反腐来说，改革
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鲁晚报：怎么理解这个新
的阶段？

石仲泉：因为级别很高了，
面很大了，这和过去都是不一样
的。而且从今年两会时那句“你
懂得”就知道，调查周永康差不
多半年了，纪检部门经过各种调
查、侦破，一个个问题落实了，才
在最近宣布正式查处的。

齐鲁晚报：对这场反腐风
暴，也有人担心是一阵风。

石仲泉：这场反腐不是搞政
治运动，是通过职能部门来反腐
的，中纪委通过巡视和群众举报
查处贪官，是在履行职责。群众
举报，材料上来，就要核实调查。
中央领导讲了，治标和治本相结
合，先治标，积累经验，然后治
本，加强制度建设，将权力完全
关进笼子里，公开透明，让群众
监督。有了健全的制度，有了强
有力的执行举措，就不会成为一
阵风。

解决制度问题，

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齐鲁晚报：从反腐倡廉的角
度，邓小平的观点与习总书记所
做的努力，方向上是一致的。

石仲泉：目前的反腐败斗争
确实与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是一
致的。他有一段名言：制度好，可
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
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制度建设更有根本性，要改
革那些不好的体制和机制。说到
底，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权力
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更好地为
老百姓服务

齐鲁晚报：许多人对“黑猫
白猫”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
人把这个理论理解为“为了GDP

或者政绩，可以抛开底线”。
石仲泉：这完全曲解了他的

本意。“黑猫白猫”的提出，最初
是讲在困难时期怎么调整生产
关系来发展生产的问题。它是有
前提、有底线的。改革开放以后，
一些人把它泛化了、曲解了。

齐鲁晚报：人们曲解了原本
的意思？

石仲泉：邓小平对坚持社会
主义是紧紧抓住不放的。他提出
的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就是要坚
持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动
摇。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社
会主义，就是死路一条。那种将

“黑猫白猫”理解为不择手段、不
讲底线，不符合他的思想，而且
完全歪曲了他的思想。

齐鲁晚报：现在的问题出在
什么地方？

石仲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才能
将问题讲清楚，符合实际情况。比
如，贪腐问题，有思想教育不落
实、制度建设不健全和执行力不
到位等多方面原因。还有，现在群
众意见突出的两极分化问题，邓
小平早就讲了，到20世纪末，可能
会成为突出问题，提醒注意调整
政策。但是，后来对这个问题口头
讲得多，政策调整不及时，有顾
虑；主要抓了如何缩小贫富地区
的差别，但个体间的贫富差距的
扩大还没有硬招。

齐鲁晚报：核心问题依然是
选人用人？

石仲泉：不完全如此，还是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
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化，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这个决定讲得很好，提得很
及时。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微观
方面，都有一个深化改革，健全治
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问题。体

系既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
执行，选人用人当然是关键。要解
决制度问题，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改革攻坚，

要有邓公当年的勇气

齐鲁晚报：如今比较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的新老两次改革，
有哪些相似，有哪些不同？

石仲泉：就相似方面而言有
很多。比如，两次改革都是有阻
力的，而且是很大的阻力。现在
不完全是思想问题，还有一个既
得利益问题。

齐鲁晚报：是要革人的命？
石仲泉：是要革人的思想的

命，革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
益的命。作为共产党人，你又要
当官，又想发财，鱼和熊掌兼得，
是不应该的。你要有个选择，当
官就干干净净，发财就干脆辞官
不做。过去不知道还有什么裸
官，新名词，不懂。这两年才知道
了，裸官还不少，这在外国也少
见。这些人真能算计，可谓机关
算尽。现在中央下决心了，要解
决这个问题。你是裸官，对不起，
就别干一把手了，最好别再当共
产党的官了。

齐鲁晚报：新老两次改革攻
坚，不只是方向问题，还有勇气
问题。

石仲泉：现在改革攻坚，一定
要像邓小平当年那样，要敢于拍
板，要有敢于担当、负责任的精
神。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
股气，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
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
业。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
讲了邓小平讲的这个精神。我们
现在全面深化改革，胆子要大，看
准了就要去干，这就是邓小平的
思想的延续。

齐鲁晚报：习总书记去广东
调研，中央在上海设立自贸区，
也有当年邓小平路线的影子。

石仲泉：小平同志当初搞特
区，没有担当精神是下不了决心
的。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不能顾虑
太多，不能再拖延了，还是邓小平
讲的机不可失啊。全面深化改革，
就是承续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

齐鲁晚报：的确，而且邓小
平当初提出的一些纲领性的想
法，现在依然没有过时。

石仲泉：邓小平有好多思想，
都已经上升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的根基，今后，我们坚持这条道路
走下去，还会用他的思想来指导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过去
讲的大的、原则性的东西，战略性
的东西不会过时。今天的改革，就
像一个接力棒一样，把政策承前
启后地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
年之际，对上一次改革的
重温与思考正在党内外的
理论与实践中“发酵”。

8月8日，齐鲁晚报专
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
副主任石仲泉。在他看来，
我国30多年来的两场改革
攻坚，恰恰都是从整肃党
的纪律和人的思想开始
的，并将改革推向深入。一
场席卷全党的反腐风暴，
犹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
论一样，引发的不只是当
前中国官场的地震，还有
选拔任用干部标准的重新
思索。如今，邓小平那句

“路线确定了，也要有人来
执行好”，在这一背景下更
富含深意。 8月8日，石仲泉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李晓荷 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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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字的稿子多次推倒重来，每
集几千字的详细大纲修改了十几稿，
剧本大幅度修改至少有三次，最终呈
现出现在的48集电视剧。

这种对史实追求的执着和认真
打动了每一位演员。马少骅说，他拿
到剧本时，像是看到了解密的中央档
案，乃至感到场场难演，“现在想起来
都害怕。”

这种真诚也打动了邓家人。
为了真实，邓家人投入了很多的

热情，演员与邓家人的沟通非常多。
马少骅经常和邓林打电话交流，很多
戏也是在邓家实景拍摄的，邓家每个
人都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同时又不过
多干涉。“他们都看着剧组在拍摄，没
有一个人过来打扰，是远远地看着。
如果剧组有什么疑问，他们会马上过
来帮忙。”一位主创人员说。

邓家人唯一一个要求来自化妆。
“邓家人希望不要把父亲画得太老
了。”马少骅感慨地说。

让邓小平

和当下现实互动

热播期间，国内的理论界与寻常
百姓，正在中央反腐和深化改革的探
讨中，细细品酌启动改革的国家新老
领导人的异同。

电视剧被赋予诸如“高层政治生
活日常化”，“放开话语‘堰塞湖’”乃
至“深化改革启示录”等现实意义。

电视剧恰恰也给予这种舆论一
种“土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没
有单一展现邓小平，而是塑造了50多
位历史人物，以及医生、学生、知识分
子等各阶层人士，全景展示那个时代
人们的思想状态，反映改革的真实背
景，也给予每个观众追索自身现实意
义的想象空间。

主创人员会故意设置一些“闪
回”，让人们寻找过去的“现实意义”。

正确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
非成为剧中一个难以表达的情节，主
创人员增加了邓小平一个简短的回
忆：胡乔木找到邓小平，请他为新设
立的“八七会议”陈列馆题词。两个人
第一次交流时的场景，已经把如何评
价悄然暗示给了观众。

“邓小平说，决不能腐败，战场上
出现这种事情啊，那就是杀头。”适逢
国内反腐风暴进行，在四川广安看过
邓小平的一些照片和史料后，主演马
少骅的历史“穿越”感更加强烈。

“拍什么戏我都要找到这个戏的
现实意义，哪怕是古装戏。我演什么
戏都和现在的形势挂钩，我是现实生
活中的人，为何要逃避现实呢？”马少
骅一脸严肃。

龙平平的感受则更多，他反映的
不只是一个给儿子擦背的邓小平和
命悬一线的邓小平，而且要反映人们
的诉求，让邓小平与整个社会的大环
境互动。

当被问及为什么一部2009年创
作的电视剧，能够与当前的改革契合
时，龙平平坦言，“今天的改革，那时
我看到了。”

“躲什么躲！老子大不了当谭嗣同
第二！”当剧中人夏建国说出这句话
时，龙平平希望今天的人们可以了解，
国家曾经到了这个份上，邓小平已经
被“刀架在脖子上”了，一定要让今天
的老百姓看到，当年是多么惊心动魄。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现在
是一个什么样子？”龙平平说，改革开
放30多年了，很多人认为国家自然而
然也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我们就
是要还原这段历史，让大家知道今天
的新生活是怎么来的，矛盾是多么尖
锐，这正是我们创作这个剧的意义。”

龙平平在论文中曾谈及邓小平
尚未实现的一些理论构想，以及今天
深化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今，
他对邓小平的理解终于真实地告诉
了更多人。

“至少100年，离不开邓小平。”龙
平平说，当前的社会主要问题没有
变，因此这段历史和今天一定有很重
要的联系和意义。

马少骅说，现在习近平的改革和
邓小平当年的作为，其实很像，习近
平延续了邓小平的很多作风，“习近
平很近小平。”

周锟更希望让老百姓看明白：只
要渡过了眼前的艰难险阻，未来是多
么光明美好。

“我们的改革
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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