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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在深厚的实践基础之上还有三个思想源头。邓小平理论主

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包含着彻底突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七大理论创新:以和平与发展为

主题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论 。邓小平理论的深

层底蕴是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华神韵的大智慧 ,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新

的重要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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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的来源是什么 ,最大创新是什么 ,哲学基础是什么? 正确回答这些问题 ,有助于我们在

当前形势下更好地理解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与精神实质。

一 、邓小平理论的三大思想源头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首先有特别深厚的实践基础 ,在此基础上还有源远流长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当代世界尤其是发达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哲学智

慧———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三大源头活水的综合创新。

邓小平理论最直接 、最主要的思想源头 ,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这种

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 ,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思想精髓的继承关系。第二 ,

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关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重视发展生产力 、把科学技术作

为第一生产力等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不可割裂的思想血缘关

系。第三 ,是邓小平理论对晚年马克思新思想的继承关系 ,特别是晚年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

性的新思想和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道路 ,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源头。

在这一方面 ,邓小平本人没有直接讲到过 ,所以今天需要我们更深入 、更具体地做些思想发掘工作 。

人们通常认为 ,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提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种道路 。但另一方面的历史真实是 ,晚年马克思试图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

俄国和东方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一条利用世界市场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特殊道路。对这些

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东方国家来说 ,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就是:如何一方面跨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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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卡夫丁峡谷” ,另一方面又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 1881年给俄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复信时 ,之所以不厌其详 ,三易其稿 ,是因为在“俄国

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乃至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 ,都酝酿着一场重大的理论突破:

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能会迥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路 ,具有内外两

大经济特征。这条新道路的外部经济特征 ,是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联系 ,以便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

肯定性文明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 ,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 ,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

联在一起”[ 1](第 444 页),“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
[ 1]
(第 445-436 页)

这条新道路的内部经济特征 ,则是利用现代发达的商品交换机构 ,根本打破农村公社缺少联系的孤

立性:“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 、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

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 有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 ,而且对它的

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 ,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 ,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

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 1](第 436 页)由于时代与国情的接近 ,列宁主义 ,其中包括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列宁主义基本问题 、特别是列宁后期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 ,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

更切近的理论来源。

正是列宁晚年最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成为邓小平理论 、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思路的直接思想源头。

列宁后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主要包含六个新方面:

(一)社会主义本质观 。列宁深入到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更深层次来具体分析“什么是社会主义” 、

“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从《国家与革命》到新经济政策之前 ,列宁的基本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工厂;

而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后 ,列宁的新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合作社 。后者是一个“五有世界” ———有商

品形态 ,有货币流通 ,有市场体系中介 ,有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产权和所有制 ,有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自

主权 ,和前者有根本区别 。

(二)社会主义重心观 。列宁原来把社会主义的重心放在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上面。“十月革

命”后 ,在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 ,列宁先后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是在 1918年春天 ,他提出要把工作重心

从阶级斗争 、夺取政权转向搞经济建设 ,发展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步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

1923年 ,他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 、“文化主义” 。

(三)商品市场观 。列宁前期基本上是恪守马克思前期思想 ,强调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的根本对立。

从 1921年新经济政策开始 ,他逐步形成了新的商品市场观:在俄国落后的特殊国情下 ,承认走向社会主

义与利用商品市场的相容性 ,主张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作为主要中介环节 ,迂回 、渐进 、间接地走向

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 。据此 ,列宁提出了一个孕育着新观念的新命题:“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

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 2](第 265 页)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 、必要性。

(四)资本主义观 。列宁原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对立性 、超越性 、优越性。后来 ,他在

实践中发现 ,对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俄国来说 ,必须善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介环

节和得力帮手 ,把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际资本 ,他主张采用国

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 ,引进外资 、技术 ,利用发达资本主义之手 ,来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对国内 ,他主张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特殊政策 ,把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 ,以利于超越前资本主

义的 、小生产的落后生产力。

(五)全盘改革观 。1921年 ,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在 1923 年的最后时刻 ,

他又提出了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新政治政策”和“新文化政策” ,要求实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革命 ,

他自己称之为“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的总计划。这个全盘改革计划 ,是一个“经济 、政治 、文化”三位一

体的总体构想。“新型商品经济 、新型民主政治 、新型精神文明”
[ 3]
(第 231 页)的三位一体 ,同步建构 ,是

全盘改革计划的总体框架 。这个全盘改革构想 ,仅是一幅粗线条的草图 ,列宁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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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六)可控改革观 。当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改革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之时 ,列宁及时地提出了“停止退

却” 、设置警戒线的新问题。他指出:“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

险” [ 3](第 231 页), “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 ,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 。” [ 3](第 301 页)这种警

戒线主要是四道:经济上的合作制;外贸上的国家垄断制;政治上的人民监督 ,防止官僚腐败;文化上的

文化革命 。

上述六个新观念 ,支撑起一条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里 ,只能利用

“国家调节下的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作为中介环节和中介系统 ,迂回 、渐进 、间接地走向社会

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 。这正是邓小平首倡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

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最直接 、最主要的理论来源。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 ,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 、两次飞跃 ,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关系和思想

渊源关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特别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观 ,更是邓小平理论思想精髓的主要理论

来源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些有益探索和晚年的重大失误 ,从

正反两方面为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链条 ,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思想主流 ,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主要

理论来源 。

邓小平理论还以“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博大胸襟 ,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现代化

理论 ,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六大历史经验:第一 ,把推进现代化作为振兴中华的历史必由之路。第二 ,以科

技革命为火车头推动近代工业化。第三 ,以现代科技革命 、信息革命为动力 ,带动全球生产力革命 。第

四 ,借助相互开放的国际化 、全球化趋势推动现代化起飞 ,坚决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 。第五 ,坚持市

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与计划两种手段双管齐下 ,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第六 ,

充分利用股份制形式与金融市场 ,探索开放金融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 。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 ,则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忽视的又一思想源头 。邓小平理论的

哲学精髓 ,尤其是“实事求是”这个提法 ,就是来自于儒家开创的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邓小平

反复强调的“照辩证法办事”的基本原则 ,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现代升华;邓小平首

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论 ,正是中国历史上富国富民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用“小康”来

表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 ,更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社会理想;在苏东剧变之后 ,邓

小平提出“韬光养晦” 、“不要当头”的妙计方略 ,正是中国古典辩证法和哲学智慧的弘扬;1992年南方谈

话中 ,邓小平不仅倡导解放思想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而且还提出了重新认识孔夫子和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问题:“家庭是个好东西 ,都搞集体性质的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 ,现在老年人多了 ,光靠社

会不行 ,可以让家庭消化 。”“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社会上要讲修身 、修养 、持家 ,既修身又持家 ,就能治国平天下 。”“我们不能学国外搞福利社会……我们

不能走这条路 ,还是孔夫子说过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有道理。”
[ 4]
(第 500-501页)

可见 ,邓小平理论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集中体现了中 、西 、马三大

思想源头的综合创新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七大理论创新

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 ,实现了七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论 。从马克思到列宁 、毛泽东 ,他们都曾经长期生活在以“战争与

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中 ,当时所创造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 ,主要地也服从于这种历史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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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新的时代 ,使一个历史性难题凸现出来:如何根据世界形势的崭新变化 ,来探寻适合新时代 、新国

情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 ,从而使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历史地具体地发挥优越性 ,达到发展生产力 、强化综

合国力 、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 。对此 ,邓小平高瞻远瞩 ,对世界潮流的走向作了崭新概括 ,把“和平

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扬弃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论。这种富于求实创新精神的新时

代论 ,为社会主义的模式转换论 、新型体制论 、改革开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 50年 ,中国这样一个原先相当

落后的东方大国 ,通过新民主主义这座独特的历史桥梁 ,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就必须要独立地

分析中国国情 ,真正把握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为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晚年却偏向

了“左”的错误。因此 ,解决这个时代难题 ,具体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任务 ,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他提出的当代中国特殊国情论 、主要矛盾论 、特殊矛盾论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主题 ,为改革开放奠

定了理论基础。

(三)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了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

搞社会主义”的深层理论问题 ,邓小平依据世界历史一般趋势 ,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 ,对社会主义本质做

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

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5]
(第 373 页)这五句话是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一是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 。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论。中国是一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方国家 ,没有经过

充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因此面临的一个最大历史难题就是:如何从前资本主义起点出发 ,既避

免资本主义发展前景 ,又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对此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

出来的新道路是:对内改革 ,以打破国家垄断 ,利用市场机制焕发经济活力;对外开放 ,利用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资金 、技术 、智力 、管理技巧 ,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时 ,邓小平提出 ,把改革开放与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相互支撑的两个基本点 ,从而保证中国改革渐进 、可控 、稳健 ,防止某些国家出现

的大曲折 、大动乱。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流行多年的教

条主义公式。虽然马克思晚年提出过 ,落后俄国应利用世界市场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构

思 ,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也提出了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但是这些

闪光思想后来全被历史湮没了 。而邓小平却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对比东西方现代化的普遍

规律 ,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新命题 、新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

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 5](第 373 页)这个新论断的提出 ,如石破天惊 ,

有力冲击了教条主义僵化观念 ,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解。

(六)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 。在当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 ,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政治体制改革

是难点。当代社会主义的大曲折 ,深层原因固然是经济改革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没搞上去 ,但是直接的

失足点 、触发点 、爆炸点 ,却往往发生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

如何化解这个大难题 ,又避免大动荡?邓小平以他高超过人的政治智慧 、历史智慧 ,提出了一条新

思路:既不采取“直接碰”的激进方式 ,也不采取“绕着走”的消极方式 ,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主导 、“引着走”的稳健方式。在 20世纪 80年代改革起点上 ,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 ,

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总体构想。80 年代后期 ,他又提出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发展的基本思

想。90年代初 ,他进而提出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点 ,配套建构新型民主政治 、法治国家 。邓小平

要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 ,采取“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 ,并走向“新型市场经济 ———

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的整体建构 ,靠这种一体两翼式的体制创新 ,支撑中国现代化走向有

决定意义的起飞阶段 。

(七)“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论。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 ,而又避免大的战乱 ,是一个历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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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题。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大智慧 ,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双赢之道:“一国两制” ,

和平统一。香港 、澳门的回归 ,已经证实了这一思想的有效性。创造性地解决台湾问题 ,也是指日可待。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底蕴 ,是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神韵的哲学大智慧 、新智慧 ,其中较重要的是十六

个要点:

(一)主客统一的世界观。邓小平特别强调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

髓。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为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必须以解放

思想为前提 ,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束缚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

统一的 ,解放思想的最终目标 ,就是摆脱各种本本主义 、僵化观念的桎梏 ,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使主观

和客观相符合 ,就是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实质上体现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 ,体现了劳动实践活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双重尺度统一的根本原则。

(二)知行统一的实践观。邓小平强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这个

统一过程中 ,应当充分肯定实践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决定性的 ,是认识形成的基础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是认识过程的归宿 。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在“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前无古人的

崭新实践中 ,不能靠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 ,必须大胆实践 ,大胆试验 ,大胆探索 ,大胆创新。要以解放思想

的理论创新作为实践创新的先导 ,更要以大胆的实践创新作为理论创新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三)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 。针对脱离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 、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搞“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 ,邓小平首先强调的是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彻底地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新时期 ,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奠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务之

急。但是 ,不能把邓小平理论简单归结为片面狭隘的经济主义 、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

期 ,也要防止单打一式地只抓经济 ,造成一手软 、一手硬;要务实与务虚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两手一起抓 ,两个文明一齐上 ,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 ,要按照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展开 ,形成“一体两翼”式的总体结构: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主体 ,逐步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两翼 。

(四)共殊统一的特色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概念 、基本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这里 ,中国

特色是个性 、个别 、特殊性 ,社会主义是共性 、一般 、普遍性 ,二者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概念 ,体现了个性

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统一 ,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 。邓

小平要求在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之中重点把握个别的特殊性 、复杂性 、丰富性 。

(五)对立统一的矛盾观。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而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则是矛盾斗争性

与矛盾同一性的关系问题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 ,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都强调矛盾

诸方面既对立又统一 ,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而重点都在于强调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 、矛盾同一性的相

对性 。“左”的教条主义将这一点僵化 、绝对化 、教条化 ,以至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简单归结为“斗争哲

学” 。邓小平立足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 ,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在承认矛盾斗争性的

前提下 ,更加强调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新特点 ,更加强调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 ,更加注重探寻

对立统一的中介环节 ,更加注重如何推动矛盾统一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这就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 ,根本超越了单纯的“斗争哲学”和“和平哲学” ,成为以必要的斗争性为前提手段 、而以和谐发展为

价值目标的现代新型哲学 ,集中反映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精神 。

(六)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要求从理论思维的高度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实质上是要求从哲学高度 ,唯物辩证地解决社会主义观念中的

名实关系问题 、科学概念与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削足适履地“以名裁实” ,本本主义地抽象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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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他要求以实正名 、制履适足 ,根据中国不发达的实际国情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

念和“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过来 ,再循名求实 ,足履统一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路线 ,规范 、指导具体工作 、具体实践。他要求从实际出发 ,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 ,为改

革开放及其指导思想正名 ,名实统一地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姓“社”不姓“资” 。

(七)与稳定 、发展相统一的改革观 。对于邓小平的改革观 ,不能像海内外的流行说法那样 ,简单归

结为渐进改革观 。他要求体现改革目标与改革途径的辩证统一: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 ,强调的是彻底

性 、根本性 、系统性 、全面性 ,绝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改革那样 ,只是枝枝节节 、小修小补;

中国改革的具体途径 ,要求循序渐进 、稳健可控 、不失时机 、重点突破 、整体推进;中国改革的阶段目标 ,

则要求体现“稳定前提 、改革动力 、发展目标”的协调一致 ,把“稳定的程度 、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历史地 、具体地统一在一起 。

(八)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全面发展观 。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压倒一切

的最高目标。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 ,要以经济发展为坚实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此基

础上寻求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 。没有经济发展作为物质基础 ,社会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

社会全面发展作为保证 ,经济发展就难以持续 。发展不可能总是四平八稳 、匀速直线运动 ,要抓住时机 ,

加快发展 ,实现跳跃式 、台阶式 、飞跃式的发展 ,过几年上一个台阶 。要保持发展的可持续 ,要在 10年 、

20年 、30年间 ,持续上几个台阶 ,实现现代化经济起飞 。由此 ,区分了发展的两种质态:一种是数量增长

的渐进式发展;一种是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形态发生革命的飞跃式发展 。发展模式也有两种:非持续性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 。

(九)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 。邓小平把历史机遇问题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抓住

时机 ,发展自己” ,成了首当其冲的历史任务。历史机遇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必然性和决定论 ,也不

是通常所说的单纯的偶然性和非决定论 ,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的或然性和概率论。历史机遇

是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 ,再加上众多偶然性因素 ,巧妙综合到一起而构成的。能不能抓住机遇 ,一看客

观条件 ,二看主观努力。中国历史发展中 ,失掉了几次大的机遇;而这一次遇上的 ,是百年不遇 、千载难

逢的大机遇。要抓住大机遇 ,实现大发展。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十)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特别突出了“生产力革命”这个概念 ,并认为这

是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中最根本的革命 。由此区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常规时期 、数

量增长的渐进式发展;另一种是生产力质态发生飞跃式变革的生产力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时代的特点 ,

恰恰在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由此带动并形成了现代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当代社会主义 ,尤其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生产力 、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和当务之急。革命是解放生产

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把生产力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下解放出来 ,这正是“改革是第二次

革命”的深刻含义。我们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应当首先用这个尺度衡量

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 。

(十一)与科技革命时代统一的科技观。科学技术发展有两种质态:一种是数量积累的常规渐进式

发展;另一种是大变革 、大发展的科技革命时代。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

伟大的革命 ,这不是个别科技领域的局部改革 、渐进增长 ,而是整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大变革 、大发展 、大

飞跃 。只有紧紧抓住现代科技革命的时代大潮 ,社会主义才有希望 ,振兴中华才有希望 ,中国现代化才

有希望。要把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与先行 ,借鉴美日等国历史经验 ,走科教兴国之道 。要

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 。把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才能

实现现代化起飞 。在科技革命时代 ,发展模式 、发展战略要做相应的重大变革:像传统模式 、传统战略那

样 ,单纯靠人力投入 、资源投入 ,只能是爬行式发展;只有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才能实现现代化起

飞的飞跃式发展 。中国必须在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上 ,占有一席之地 ,才能在 21世纪实现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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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使命。

(十二)综合与创新统一的文化观。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古今中外化 、新民主主义

综合创新文化观和“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走“古今中外 ,综合创新”的大道 ,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就要

求把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活东西 ,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新东西 ,社会主义主体文化中的好东西 ,全都熔

为一炉 ,创造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新型文化。1982年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第一次

明确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 ,同时也举起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爱国主

义的思想旗帜。他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 ,分清作为民族精神的活东西与封建主

义的死东西。对西方近现代文化 ,也要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工具 ,作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 ,广泛借鉴一切

有益于现代化 、社会化的文明成果 ,摒弃一切腐朽的东西。

(十三)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邓小平理论在哲学观点上的一大特点 ,是把思想重心从方法论转向价

值观 ,更确切地说是转向辩证法与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价值观上的显著特征 ,是提出“三个有利于”的

价值标准论 ,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衡量改革开放 、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工作利弊得失的主要价值标

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实质 ,就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物质技术基础 ,达到富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共同

富裕目标 ,这和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完全一致的 。“三个有利于”的本质特征 ,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价值观。针对“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的需要 ,特别强调功利当先 ,义在其中 ,义利统一 ,不

可割裂。这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相适应的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 ,它既根本摒弃了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重义轻利的姓“社”姓“资”惟一价值标准论 ,也根本超越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下重利轻义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

(十四)中外统一的世界史观。邓小平在 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现代社会化”这个有哲学意味 、

理论高度和闪光智慧的重要范畴 ,启迪我们从三个层面的统一之中 ,来把握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最深层

的是劳动社会化;中介层的是交往普遍化;最表层的是信息网络化 、市场全球化 、世界整体化。这就要求

我们从“中国与世界”的统一之中来把握中外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多极的世界离不开中国 。为

此 ,中国必须采取“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对外开放 、全面开放 、努力

汲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 ,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封闭必然落后 ,落后必然挨

打”的老路 ,决不能再走下去了 !在对外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 、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之间 ,必须寻求对立

面和谐统一的恰当尺度。邓小平对外开放论的智慧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 ,既超越了斯大林的两个世

界市场平行论和脱钩论的孤立封闭主义 ,也超越了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的西方中心主义。

(十五)人我统一的互主体性观 。西方文明 ,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观念 ,是个人本位 、自

我中心的单主体性观 ,这表现在他们的人权观念中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 ,也表现在他们处理国与国的

国际关系中。而中华智慧的显著特点 ,从孔子的“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

欲达而达人” ,墨子的“交相利 ,兼相爱” ,一直到“大同世界”的民族理想 ,都强调的是多极世界 、多元主体

的互主体性观。邓小平的哲学智慧在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更高 、更新的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

新型的互主体性观 ,以平等互助 、共同发展为其本质特征 。在国内关系上 ,强调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 ,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 ,互助互利 ,共同富裕;在中国大陆与香港 、澳门 、台湾的关系上 ,强调“一国两

制” ,和平统一 ,不是你吃掉我 、我吃掉你 ,而是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长期共存 、共同发展;在国际关

系上 ,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建立世界经济 、政治新秩序 ,搁置争端 ,共同发展 。

(十六)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作为一位胸襟开阔 、站得高看得远的大战略家 ,邓小平最为强调两大

哲学观念 ———实事求是观和照顾全局观:“照顾全局 ,从实际出发 ,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
[ 6]
(第 198 页)。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 。要从大局看问题 ,放眼世界 ,放眼未来 ,也放眼当前 ,放眼一切方面。”
[ 5]

(第 300 页)他反复强调讲大局 ,讲全局 ,讲战略布局 ,讲系统改革 ,实际上贯穿了一个核心观念 ,就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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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分合统一的大系统观。简而言之 ,这种大系统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分析方法 ,即把复杂的系

统整体 ,分成诸多层次 、诸多要素 ,注意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矛盾 、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系统

综合方法 ,即把诸多层次 、诸多要素再综合起来 ,把握住复杂系统的整体性 、全局性 、总体性。邓小平的

大局观 、大系统观 ,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东方神韵与 20世纪后期现代科技革命的时代精神。

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 、列宁《辩证法要素》十六条 、毛泽东四篇主要哲学著作 ,到

邓小平具体辩证法 、实践辩证法的十六个要点 ,既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 ,又反映出历史的发展 、科

技革命的发展 、时代精神的发展 、哲学智慧的发展 。

邓小平哲学智慧的思想主线和骨骼系统 ,是“新实践观 、新唯物史观 、新矛盾观 、新发展观 、新全球史

观 、新价值观”六块基石 ,其中贯穿一个精髓———解放思想与实事是统一的根本原则 ,这是邓小平理论的

新的哲学基础 ,由此开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新境界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

当代的重要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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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U niversi ty , majoring in M arxist philo sophy .

Abstract:DENG Xiaoping T heory o riginates in practice and has three ideo logical sources.The

them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is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 th Chine se characteristics , and it include s

seven thro ret ical innovations w hich break through the theo ry o f Sovie t Sociali sm completely .The

seven thro re tical innovat ions are as fo llow s:Theory of times w ith the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o ry o f Chinese national condit ion o f the Primary S tage of Socialism;Theo ry of

sociali sm essence;Theo ry of integ rating the refo rm and the open policy wi th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T 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 heory o f economy take-of f;Theory of “one country ,

tw o sy stems” ;Theo ry of Peace and Unif ication.The deep conno tation of DENG Xiaoping Theo ry is a

kind of w isdom which is featured w ith spi ri t of times and Chinese verve , including a series of impo rtant

grow ing points fo r the Sinicization of M arxism philosophy.

Key words:DENG Xiaoping;theoret ical source;theoret ical innovation;philo sophical w 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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