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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言#激动人心
今年是改革开放

!"

周年! "改革开放#四

个字$ 我们早已说习惯了$ 现在大家一张口就

来!可要知道$当年摆在改革开放面前的一个最

大障碍就是要解决对"真理标准#的认识问题$

而
#$%&

年
'

月
((

日$北京%光明日报&头版

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作者原题没有"唯一#二字$见报

时为%光明日报&编辑所加'$就很好地完成了这

个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扫清了障碍!关于作者

胡福明!当时身份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撰写

这篇文章的前后及何以得到发表和发表后引起

的震动以及所受到的攻击$

!"

年来多有报道$

这里一概省去不说$ 只就这篇文章的意义和接

着这篇文章的意思谈点我们的认识$ 以示对这

篇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意义并被称做 "政

治宣言#发表
!"

周年的纪念'而对这篇文章的

纪念$也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借用前不久南

京一家媒体在专访作者胡福明的报道中所言(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福明'没有

了 )安宁 *$ 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

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并由此引发了

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

革! #!见
!

月
)*

日%扬子晚报&'

现在全国都在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特

别是在我国南方$通过互联网或是直接阅读那

边的报刊$你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为

什么只说 "进一步#

+

"进一步# 正是为了 "彻

底#! 不能进一步$"彻底#也就无从谈起! 而提

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作者在当时可

以说就不止是"进一步#! 否则$就没有勇气提

出这一论点'就是提出了$也不一定有勇气拿

出去发表! 我们今天看这篇文章$看到这个提

法$不说已经觉得很平常了$至少没有当时那

种震撼!其实毛泽东早在
($!%

年撰写的 %实

践论&中就讲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

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

性标准) #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

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

是社会的实践) #'! 这其实正是我们社会的进

步! 由此也可明白一个道理(即使在某个时间

段$被认做是"已经解放思想#$甚至"进一步#

了$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们仍

然会感觉到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也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永远没有尽头$也不可能

"彻底#!

市场经济要求配套
今天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很显然$仍是就

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 但
!"

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 终于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市场经济绝对不

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 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配

套的政治制度- 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

度#!贺卫方%宪政的趋势&$见
)""'

年第
!

期

%社会科学论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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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否则$市场经济就

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 正如当年恩格斯批评有

些人所说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

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

比这更多的东西. #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

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

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

稽的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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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尤其因为"经济运

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 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

自己所赞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

反作用$ 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

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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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并诚恳地说(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

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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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著名法学专家贺

卫方
!

年多前所说的上面那几句话以及恩格

斯在
(""

多年前所言$我们不难明白$所谓"进

一步解放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几个字上打转转$那么$我们的市场经

济很难说还会有更大的起色$ 还能持久稳健地

发展'换而言之$市场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要

想更加稳健地发展市场经济$ 就必须更加勇敢

地解放思想$不受已有的理论束缚$跨越意识形

态的障碍$打破原来社会发展进程的设想$痛下

决心$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前不久$ 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到

清朝皇帝康熙治理黄河$ 其中所讲有些情形即

使对今人也不无启发. 当时一位叫张鹏翮的官

员想讨好康熙$递上一个奏章$说是应该将康熙

皇帝有关治理黄河的那些"上谕#编成一本书出

版$留作指导后人治黄. 不想$这个奏章不仅没

有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反而惹得康熙不高兴$

挨了批评("前代治河之书$ 无不翻阅$ 泛论虽

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

日治河之言$ 欲令后人遵行 $ 断不可行 . #

!%清圣祖实录 &' 康熙认为他那些治理黄河

的一些策略 -方法都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

定 $而黄河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后人不可能

还按照他的那些方法治理黄河 $当时治理黄

河的一些办法也未必适合将来 . 一个封建皇

帝能有这样的见识$ 实在难得. 难怪他能开创

"康乾盛世#.

社会只能逐渐改进
我们不能把将来的人们想成"饭桶#.

我们不要替将来的人们设计社会.

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出将来社会的模样.

将来的人们是不会听我们的0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权威与个人&一文

中说("我并不认为$ 我们所发现的这种历史发

展规律是确定的或不可避免的. 新的知识会导

致产生完全不同于以往事件的过程//在
($

世纪$也没有什么人$甚至包括马克思在内$能

够预见到苏联的出现.由于这些理由$所有关于

人类未来的预言都只应看成是值得考虑的假

设. #!见%罗素文集&第三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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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到底如何发展$ 会发展成什么样'我

们的改革到底能推到哪一步$ 谁都难以下结

论. 不久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接受媒体采

访结尾时就这样说道(关于改革$"今天我们只

能是推到哪里算哪里$ 一步步地推比不推要

好. #!参见
*

月
(!

日%南方都市报&'已经去

世
(*

年的英国哲学家- 思想家卡尔1波普尔$

尽管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

和最公正的社会$ 但他仍然相信他的试错法

!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

得到发展'$并且用试错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

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 而在恩格

斯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

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

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

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 即历史事变$

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

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因为任

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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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极的理想制度
人类社会不会有一种终极的理想制度$就

是有$也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预见到$更不可能

设计得了的.否定这一点$就推翻了我们今天所

认识到的宇宙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基本规

律就告诉我们(矛盾是在不断变化着发展着$而

人类社会又因充满着矛盾也就只能不断地变

化着发展着. 一个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的人类

社会是不可思议的. 人类社会和宇宙永远变

化着$这是一条铁律.而今年
*

月
()

日$国家

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
)""&

年年会开

幕式上发表的演讲中也说道("世界上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也没

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必须适

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的新期待//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

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

宇宙间不仅没有绝对真理$ 也没有永恒的

真理. 一切真理都不仅是相对的$也是暂时的.

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

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

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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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 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没有理

论的批判$也就没有理论的进步#. 我们对已知

的真理也还要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甚至就连

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政治宣言#作用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科学的进步$ 人们也一定又会产生或已经

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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