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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难以完全预料的事件。 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突

发事件要求有高超的政治艺术。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及

时果断而又妥善地处理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 , 显示出很高的政

治艺术。

任何国家 ,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 ,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

突发性事件。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突发性事件 , 不仅关系到政局的稳定 , 而且关系到现行路线、 方针、

政策的存废乃至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以来 ,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 , 及时、 果断而又妥善地处理了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 , 显示出很高的政治艺术。

一、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有充分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

所谓突发事件 , 一般是指那些事先难以完全预料的事件。对于这类事件 , 事先有没有思想认识和心理准

备 , 直接关系到事件处理的效果。邓小平堪称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 , 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 分析问题 ,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有足够的思想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 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

首先 , 对我国所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任务有清醒的认识

1979年初 , 当我国的工作重心刚刚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时候 , 邓小平就明确指出: “要

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 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① 1986年底 , 当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时 , 邓小平又说: “搞改革、 搞四化可不简单。 我们从来没有自

我陶醉 , 没有认为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 , 有 `左’ 的干扰 , 也有右的干扰”。 “我们必须排

除干扰。”② 1987年 11月 ,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谈话时指出 ,我国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 , 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因此 , 他认为 “我们的路是漫长的 , 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 错误也是

难免的。”③这就是说 , 邓小平从我国改革开放一开始 , 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 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种理性、 健康的心态 , 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突发事件 , 是十分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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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对可能引起突发事件的苗头给予严重关注

表面上看 , 突发事件是突然发生的 , 事先难以完全预料。但是 , 实际上 , 任何突发事件都有一个逐步积

累和酝酿的过程 ,只要及时地抓住引起突发事件的苗头 , 是可以扼制突发事件的发展或减少突发事件所造成

的危害的。对于可能引起突发事件的苗头 , 邓小平历来十分关注。 1979年初 , 当社会上和理论界出现极少数

人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时 ,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思想政治上必

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提醒全党: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 , 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 , 但是值得严

重注意。”④ 1980年 1月 ,他在政协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又特别谈到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

问题。 他说: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 ,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 , 需要认真注意。”⑤ 1986年 12月下旬 , 由

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 北京、 合肥等地部分高校学生闹事。对此 , 邓小平明确指出: 这 “不是一两

个地方的问题 ,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 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 态度不坚决的结

果。”⑥因此 ,他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的任务。后来 ,他

又谈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 , 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1989年 3月 , 他在同中央负责

同志的谈话中十分鲜明地指出: “中国不能乱 ,这个道理要反复讲 , 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 中国不允

许乱。”⑦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已有心理准备。正是由于事先密切关注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

展 ,所以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 ,他表现得异常冷静和沉着 ,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特有的素质和风范。

其三 , 对突发事件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密切关注着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 与他对突发事件的严重危害性的深刻认识是分

不开的。对于突发事件的危害性 , 他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全局、 从 “四化” 事业的高度予以阐明。 1979年

春 , 当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煽动一些人进行闹事时 , 他就指出: “很明显 , 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

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 , 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

法进行工作 , 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⑧ 1980年 1月 , 他又针对所谓 “民主派” 在 “西单民主墙” 上

散布的种种言论指出: 他们的实质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反对社会主义 , 对这些人不能低估。 1983年 10月 ,

他在分析精神污染的危害时指出: “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 , 足以祸国误民。 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 , 造成

消极涣散、 离心离德的情绪 , 腐蚀人民的灵魂和意志 , 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 助长一部分人当

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⑨ 1989年政治风波到来之前 , 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又指

出: “中国的问题 ,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 , 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 , 经济也得不

到发展 , 只会出现国家混乱 , 人心涣散的局面。”10正是由于对突发事件的危害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 所以一

旦发生突发事件 , 邓小平能够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 , 妥善地加以解决。

二、 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及时妥善地解决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 , 如何处理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 , 将

会消解复杂的社会矛盾 , 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 反之 , 则可能加剧各种社会矛盾 , 导致社

会的进一步动荡 , 干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 , 如何处理突发性事件 , 是一项政策性和艺

术性很强的工作。 邓小平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 , 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政策性和很高的艺术性。

第一 , 对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到不惊不咋 , 处之泰然

1979年春 , 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下 , 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邓小平由于已有心理准备 , 因此表现得

异常平静和从容。他一方面要求全党同志认识到这些事件的性质和危害性 ,另一方面建议用法律和思想教育

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强调 , 要努力做好工作 , 把受蒙蔽的群众和青年学生同那些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区别开

来 , 要按照法律 , 对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进行严肃处理。 1986年底的学潮发生后 , 邓小平明确指出 : “这是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 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妥善加以解决。同时 , 他又表示: “学生闹点事 , 影响不大 , 搞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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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 “即使再闹大些 , 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 , 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政策。”11这种正确的认识和自信为妥

善解决突发事件奠定了心理基础。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突发事件推到了高峰。事件

发生后 ,邓小平表现出成熟政治家所特有的沉着和冷静。他先是恰如其分地将事件的性质判断为 “动乱” ,随

后又妥善地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 , 为平息动乱和暴乱准备了组织条件 , 并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

第二 , 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及时解决突发事件

邓小平历来认为 ,突发事件发之偶然 ,但危害极大 , 弄得不好 ,将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毁于一旦。

因此 , 他主张 , 对于突发事件 , 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 , 及时果断地予以解决。

1979年春 ,当社会上和思想理论界出现否定和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时 ,邓小平及时地提出要在思想

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 , 他强调 , 对于那些肆意制造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 要按照法律进

行严肃处理 , 决不能手软。 1980年 12月 , 针对某些地方的闹事现象 , 他再次指出 , 对于这些现象 , “我们决

不能掉以轻心” ; “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 ,

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 , 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12 1986年

底的学潮发生后 , 他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同时指出 , 在需要的时候 , 要运用专政的

手段来解决突发事件。他说: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 , 不但要讲 , 而且必须使用” ; “对于那些

明显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共产党的 , 这次就要处理” ; “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

施 , 我们后退了 , 以后麻烦会更多”13。大量事实说明 , 邓小平提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和妥善解决

突发事件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第三 ,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 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

突发事件是难以避免的 , 但并不是不可防范的。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 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 是

可以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或缩小突发事件的规模的。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提

出了一系列积极防范突发事件的措施。

早在 1980年 1月 , 针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四大” (即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 制造动乱的

情况 ,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议 , 将 “四大” 的条文从宪法中取消掉。他说: “现在把历史总

结一下 , 不能不承认 , 这个 `四大’ 的做法 ,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 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 , 宪法

有关 `四大’ 的条文 , 根据长期实践 , 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 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

大审议 , 把它取消。”14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邓小平在 1980年 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又建议: 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 , 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 ; 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

允许 , 指定时间地点 ; 禁止不同单位之间、 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 ; 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刷和

发行。 同时 , 他还提出 , 对于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 , 如果确有必要 , 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 , 可以按照一

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 , 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 , 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此外 ,

邓小平还多次提出要通过运用法律武器 、 思想政治工作、 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纪律教育等等措施 , 防止和减

少突发事件。 实践证明 , 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 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 不因处理突发事件影响或干扰中心工作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关注和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 ,是如何将我国的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因此 , 他在处理突发事件时 , 总是从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

心工作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大局出发 , 提出了一些值得特别珍贵的思想。

第一 , 处理突发事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心工作的健康发展

早在 1979年春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和攻击党的领导、抵毁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邓小平就

指出: “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抽象地空谈民主 ,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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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 , 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15他认为 , “自由化思潮一发展 , 我们的事业

就会冲乱。” “不安定 , 政治动乱 , 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 一切都谈不上”16。可见 , 邓小平之高度重视

突发事件 , 与其说是关注突发事件本身 , 倒不如说是担心突发事件干扰和影响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中心

工作。

第二 , 不因处理突发事件而偏离中心工作

正是因为突发事件是偶发的、 难以完全预料的 , 所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 往往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

以为现行方针、政策出了问题 ;对突发事件的认识和处理 ,往往也容易套用过去对待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

因此 , 对待突发事件 , 如果处理不好 , 就有可能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为此 , 邓小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反复强

调: 突发事件要坚决果断处理 , 但不要影响和干扰我们的中心工作。 1986年底的学潮妥善解决后 , 邓小平立

即指出: “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 , 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 , 更加团结 ; 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 ,

包括开放、 改革、 建设的方针政策 , 更加顺利地、 稳步地、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7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 ,

他又及时指出: 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没有错 , “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 方针、 政策 ,

照样干下去 ,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8 1992年春 ,他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

动摇不得。”19总之 , 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这是邓小平在处理突发事件过

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观点 , 也是他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重要 “政治交待”。

第三 , 用搞好中心工作来促进突发事件的根本解决

邓小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 , 不仅反复强调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 , 而且多次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 搞好

四化建设来促进突发事件的根本解决。 还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 , 他就指出: “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 , 主要地

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 根本的措施 , 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 , 发展教育 , 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

了 , 教育搞好了 ,同时法制完备起来 , 司法工作完善起来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20

他还说: “许多问题 , 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 国民收入的增加 , 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 ,

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 都要靠四个现代化。”21 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 , 他又十分突出地提出了防止

经济滑坡的问题。 他认为 , “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讲艰苦

奋斗 , 都很必要 , 但只靠这些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 , 还是经济增长速度 , 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

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 , 看到现行制度、 政策的好处 , 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

际大气候怎样变化 , 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 , 就稳如泰山。”22总之 ,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保证经济的

持续发展 , 才能真正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进而从根本上消除突发事件的根源 ; 只要经济持续发展 , 即

使发生突发事件 , 我们也能顺利地加以解决。

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 到下个世纪中叶乃至更长的时期内 , 我国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建设。在这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 , 谁也预料不到将会发生什么突发事件。但是 , 只要我们认真领会邓小平关于处理突发事件的

思想 , 学习邓小平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政治艺术 ,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 自信是可以应付裕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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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娟丽 )

·33·

虞崇胜: 邓小平处理突发事件的政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