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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成书过程中给予帮助的老师

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 者

2010年 10月



前言：渴望批判

依常规论，《解放思想论》是一部并不太合格的论著。
第一，体系过于简略。论著副标题显示，著者企图论述

从解放思想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命题如此宏大，论述
却只有四章，使人直觉其简略。在四章书中，主体论述只有
两章：第一章论述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原点，第二章
论述批判思维是解放思想的根本方法。而第三章不过是从
执政党建设角度（该角度既非唯一更不排他）提供了一个思
想僵化、亡党失政的反面例证，第四章则仅以必然性的三个
环节为线索，对包含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历史必然性的
科学体系作了一个纲要式说明。也是前代哲人的真理光辉
反射在一个当代后生思想之鉴上的微光。论著整体上形成
“什么是解放思想（思想常态）———怎么样解放思想（批判思
维）———思想僵化的恶果（亡党失政）———思想解放的硕果
（科学发展）”的线型结构。这也是书名的由来。如此而已，仅
此而已。体系过于简略，给人以小体系承载大命题的局促窄
挤之感。

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可谓风生水起、波澜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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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内涵之丰富、成就之卓越、影响之深远，是简略的体系无
法承载的。著者曾经构思的体系是七个科学概念的有机构
成，可简化表达为：

解放思想———批判思维———改革开放———自主创
新———构建和谐———科学发展———科学体系。

解放思想：科学发展的思想原点———改革，这场革命，
肇始于一种全新观念。

批判思维：解放思想的根本方法———一种既使在最小
思维单元中也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必然的选择———思想的实践路径，
发展的动力系统。

自主创新：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只有处于解放状
态的思想，才能创出新办法、做出新东西、建立新理论。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越过“摸着石头过
河”阶段的自觉构建、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
的现实存在。

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实现过程———社会主
义本质在中国具体条件下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实践
中持续实现。

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然的思想丰
碑———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概括，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著者认为，这七个科学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方法论基础。七个概念，既各自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阶段性事实之上，又相互联系反映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既反映了从解放思
想到科学发展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勇敢正视挑战、积极应对挑战的主观能动性。著者企望把这
种必然性和能动性、尤其是二者的关系简约地揭示出来：立
足于历史事实、展开于历史过程、落脚于历史必然性，完成
改革开放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论证。所谓“统一的论证”，就是
说明：“历史是自然向人生成（马克思语）”的过程，也是人
“挑战和应战的交互作用（汤因比语，实际为马克思所包
含）”过程，两个过程相统一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论著并没有完成这个“统一论证”：除较详论述解放思
想、批判思维及二者的联系外，其余或简要提及，或简略说
明。“憾”则憾矣，自认逻辑尚能自洽，遗憾，本是必然性的构
成要素之一；“著”则著矣，但作为论著，则不太合格。

第二，论点深度不够。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所
包含的思想内涵极其深刻，文之所论，不能道其万一。名曰
论著，实则只是著者对“解放思想”和“批判思维”这两个既
联系又区别的哲学概念的通俗解说和对自认含糊的相关概
念的简要说明（不敢言澄清，更不敢言再定义）。唯著者粗浅
识见而已。著者要说的仅仅是：解放，应该是思想的“正常”
状态。“正”乃“正确”之正、“正义”之正、“人间正道”之正；
“常”乃老子“常道”之常、荀子“天行有常”之常。“常”为



“正”，“正”为“常”，一表一里，相化为“正常”。正常“是一种
权威性的规范（奥尔波特语）”。导师谓之“规律”。思想的正
常状态，就是思想符合思维规律而已。批判，不过是按“规
律”思维，“规”乃规矩之规，“律”乃“律己”之律。“规”为
“律”，“律”为“规”，互为表里，合为规律。律之以规、规之以
律，常规思维、正常思想，在核心问题上不悖常识。正常的，
就是指按规律活动，首先是大脑按规律活动。导师谓之“遵
循”。万物皆有其存在的“理”和“力”，“力”循“理”而行，是谓
“必然”。世上本无奇迹，非常多了，正常成了奇迹；违反规律
的多了，遵循规律就成了奇迹；在“另类”中，寻常就是“另
类”、非常就是正常；在停滞中，进步就是“异化”、保守就是
坚持；在私利中，掠夺就是“发展”、数字就是政绩；在形式主
义中，形式就是内容、表象就是本质；在“我”中，“我”就是一
切，“我”也仅仅是胃。没有解放，就没有真正的思想；没有批
判，就没有真正的思维。意义消失了，主体死了。一切，都归
于混沌，包括“我”。因此，著者要说的是：思想，是必须解放
的，畏难解放和被解放，其情可原，但无理由。不解放思想，
我们如何与时俱进？批判，是不可或缺的，不会批判，其情可
原，但畏惧批判和被批判，则无必要。没有批判思维，我们如
何科学发展？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尽管著者殚精竭虑，但思
想之浅薄粗陋显而易见，小人物论述大命题的捉襟见肘显
而易见。所谓论著，聊可归入通俗叙说方法论的哲学笔记
类。这是著者思想局限所致。新的历史时期，世界飞速变化，



解放思想永远显得迫切，对于著者，尤其如此。“论”则论矣，
但作为论著，不太合格。

第三，论据缺乏宽度和厚度。著者既达不到理论思考应
有的纯粹和高度，又不情愿用大量材料堆积一个似曾相识
的“老套”，更不敢用长篇大论掩饰自己的无知，只能游走在
“达不到”、“不情愿”和“不敢”之间，形成一条缺乏宽度和厚
度的线索，把自己的观点串联起来。没有规范著作中常有的
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次会议某位领导带引号的权威讲
话，没有出自某地某年鉴某页某行的权威数字，没有广为传
颂的感人事迹和广为传播的反面例子，也没有现代统计学
各种用压缩字母命名的直观曲线和图表，更没有用外文表
达的名言和资料的引用。论著显得很单薄，很不充实。显然，
著者企望创新，追求创新，尝试创新，甚至追求论著具有“灵
气”（精神吧？）。著者主张把歌颂留给艺术家，把史料留给史
学家，把故事留给文学家，把数字留给统计学家，把批判留
给理论将家，不是“家”者，还是可以思考批判的。虽心犹在
梦就在，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企望、追求和尝试中，令著者
铭心刻骨的感受是：创造何其艰，鼎新何其难！然而，著者还
是不愿放弃。哪怕只有一丝曙光，就相信思想的黎明。

第四，论证不够从容。“历史概念是不可能被抽象的普
通公式所掌握的；而是要用具体、独特的各种关系来体现历
史的个性（马克斯.韦伯）”。在一个简略的体系中密集亮出自
己的观点，只是一个“暂定的描述（同前）”，要充分运用具



体、独特的各种关系来体现中国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这
段辉煌历史的个性，简略的结构、浅薄的论据和线形的论证
是无法承担的。因为，历史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平行四
边形总的合力（恩格斯）。论证关系之简单、分析之简略，暴
露无遗；论证之局促，逻辑之松弛，无可幸免。简约而不简
单，知易行难。虽有篇幅约束因素，但真正原因，还是著者理
论贮备不够，论证功夫不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
平不高所致。不高者，低下也。对于著者，学习，尤其是对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学习，永远显得迫切。
唯迫切学习，才能从容论证，世上岂有无源之水！
或曰：缺陷如此之多，焉敢妄称论著？著者曰：论著，就是

理论著作，理论就是论理，论理就是讲道理。把自己要讲的
道理做成文本，就是论著，即讲道理的书。至于书中所讲道
理的深浅，是见仁见智的事；所讲道理的真假，谁也无权武
断，只能让实践宣告。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在
实践中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如是说。如是，称
论著，不妄矣。我们能讨论的，唯有真理的形式———逻辑，且
必须在公开论坛。将军不一定死在战场上，真理却一定要在
公开讲坛上平等论战才能明了。真理越辩越明，是有条件
的。

敢论敢著、敢言论著，给著者壮胆、支撑著者在思想的
荆棘中挣扎前行的，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朴素情怀，作
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普通党员也理应“常怀忧党之心”，否



则，何以自证信仰？一切信仰都是有注释的。自作多情？故
作多情？抒情乎？论理乎？二者兼乎？任之。“论著”的后果，
著者责无旁贷，必当严肃认真负责；努力的结果，亦任之。

唯一让著者自信的，是著者的热情。著者从来不认为理
论只是纯粹冷静的逻辑推演。理论需要理性，激情的理性；
也需要激情，理性的激情。何况，我们处在一个挑战应战、激
情似火的时代。尽管著者竭力追求理性的表达，但文中的情
感还是无法饰演，偶有所露，有心人可察而见之。是浅薄还
是热情，是多余还是必要，都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论著”
已经完成，作者渴望的只是对《解放思想论》的批判———来
自“论著”的上帝———读者的批而判之。

批判使论著得到肯定。批判是最基本的肯定：肯定“论
著”是值得批判的。倘若“论著”连批判的价值都没有，还能
剩下什么呢？

批判使著者的思想得以解放。马克思说：“任何解放都
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批判不是目，而是
一种解放思想的手段。著者“主观之我”的“论著”，能否真正
反映“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还给人自身”？
没有批判，就没有论据，就只有唯心主义。

批判使著者立于巨人之肩。深刻的批判是真理之光照
亮著者目不能及的远方，而深刻的批判者则给著者提供了
“巨人的肩膀”，使论著达到真理应有的高度成为可能。

惧怕批判，是没有理论自信的表现，而自信来自理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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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力量；拒绝批判，则是思想僵化的反映，而僵化是腐朽
的开始。僵化者之所以僵化，是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僵化。如
果没有尖锐的批判深刻地激活其自我批判意识，使之冲破
“主观之我”僵化的思想牢笼，让思想翱翔于客观的苍穹，腐
朽，就是一种宿命，而僵化，则是腐朽者的墓志铭。岂有它
哉！

著者希望“论著”被肯定、思想被解放，希望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著者绝不畏惧批判，更不拒绝批判。但《解放思想
论》值得批判吗？著者故作镇静，但还是惴惴地期待着。聊以

自慰的，是著者相信自己是匍匐在真理的脚下。因而，期待，

才是可以忍受的。

期待中，罗曼.罗兰的诗句挥之不去：

“苦斗了十年，战胜着自己；

不把自己当敌人，我们怎能胜利？”

以此，渴望批判！

著 者

2010年 10月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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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历史使命

引言：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
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

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成功 ，
到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新时期解放思想应该突出三点：

第一，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
我们的国家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第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鼓励大胆探索、实践和创新；第三，要使每个人，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
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温家宝：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记者招
待会，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中国跨过“文革”之后“国

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 1] 的“天堑”，达到“综合国力大幅
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2] 的“通途”， 30 年的历史跨越，包含着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通
过。

[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十七
届四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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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论———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怎样的历史必然性？天堑变通途，期间“非典”、地震、洪水、
泥石流天灾不断；我们庆祝巨大成就的欢呼声尚未落下，国际金
融风暴就来了，我们从容应对，着力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苦则苦矣，但我们自信胜利。信心何来？

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后辈宏图大志，拓展伟业；未来
者亦不敢期望徜徉于坦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
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就是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所包含的历史
逻辑。为了历史，为了当下，也为了未来；为了总结成绩，为了
发现规律，也为了增强信心。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间的深刻联
系，就是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按照历史和逻辑
一致的原则，揭示这种必然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
命。

中国历史的巨变发轫于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哲学讨论，一次
在任何哲学家看来都简单不过的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当真理标准都成“问题”的时候，国家、党和人民的状况可想而
知；当我们确立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人们
也就不会对中国的巨变惊讶了。凡存在都包含了之所以存在的理
由。中国能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理由是什么？这种思考是必要
的，不是为了欣赏，也不仅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解放思想的要求；真理
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讨论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讨论本身就
是一次解放思想的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归，事
实上就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辉煌成就的逻辑起点。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解放思想，也不
是任何人的解放思想都能够开辟一条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都能
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的解放思想才具有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的确立完成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但确立真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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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解放思想的起点上，而是贯穿于从解放思
想到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从解放思想到科学发展的过程，从实践
上讲上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的一次革命过程，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过
程，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过程；从理论上讲就是中
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认识马克思主
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
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解放思想到
科学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
探索、发现和实践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真理的过程。作为过程，解放思想就是探索、掌
握和实践真理的过程；作为思想，解放思想本身就是真理的内
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作为信念，坚定地竖立在
实践者的心中；作为标杆，引导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准则，
衡量着我们的实践成果。

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同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解放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局的反思。“面对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
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
了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
阔步前进” [ 1]。

思想的力量如此之大，当然是解放了的思想；解放思想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1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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