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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主政神州气象新

（本章内容接上期）

（三）

一场瑞雪后的暖意早春
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石破天惊
群贤毕至 精英荟萃
五千五百八十六名科技工作者代表
亲历中国科学史上的这次空前盛会
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是天然代表
最年轻的解放军代表仅三十三岁

以科技成果而步入殿堂的任正非
他们用阵阵春雷般掌声和激动的泪水
表达他们拥抱科学春天的灵魂共鸣

和视科学精神为生命的重生生日
八百二十六个先进集体

一千一百九十二位先进科技工作者
受到国宝级的隆重表彰
邓小平主导的这次大会意义深远

题在科技 意在全局
确立了科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
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首先打破了长期禁锢中国人民、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桎梏
一举卸下科技工作者的枷锁
他声如洪钟地郑重宣告
肆意摧残科学事业

和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局面
将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明确“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技现代化是“四化”的关键
从根本上推动其他三个现代化
他澄清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是非

献身科学作贡献就是又红又专
党委领导科研的方式是

政治上领导 后勤上保障
他自告奋勇当好“总后勤部长”
国务活动家、杰出诗人和科学家

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
在生命倒计时的百日以内
激情澎湃、豪气干云
作了《科学的春天》的发言
热情讴歌了科学欣逢新时代
欣然昭告我们的前景光明灿烂
九年后任正非白手起家创办华为
完美印证了邓公那个伟大的判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

进军的总动员令
吹响了极大推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嘹亮号角声
这次大会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永垂史册

（四）

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后一个月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一改简洁明了的语言风格
这位沉默多年的总校长突开金口
滔滔不绝、语重心长地拉家常
指明了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方法
特别强调全社会要尊重教师
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提高人民教师的工资待遇
激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合格人才
七十四岁的白头翁青春焕发
宛如迎春花报春鸟
唤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这是中华民族的春天
这是文明古国的春天
这是教育和科学的春天
山野生机勃发百鸟争鸣
大地阳光灿烂百花吐艳
学知识追科学持续掀起热潮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再次将国人的热情和才智燃爆
大学复校成为最壮观、励志的风暴
知识分子科研人员焕发了青春
全国人民群情振奋
从此开始新时期伟大的新长征
社会发展的基础领域全面上路
下一步是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
进入全球化教育科技发展快车道
正如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
我们必须以小学生的谦虚

脚踏实地甘当跟跑者
加速追赶前进中的新方阵
努力成长为优秀大学生
跻身并跑者就是大进步
终将跨进科学殿堂遨游
把领跑者的桂冠戴上头顶

（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③

一篇观点鲜明的哲学论文
在正常的社会情态下
属于学术争鸣 波澜不惊
对“两个凡是”禁锢下的中国
却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不啻五月天的一记惊雷
成为思想大解放的先声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群情振奋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场声势浩大的砸碎精神枷锁的

思想解放大剧拉开了序幕
正反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
尖刻激烈的语言随处可见
舆论纷纷请求小平同志表态
他内心为正方立场击节叫好

那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但没有急于表态
争鸣与碰撞是好事
真理不怕辩驳 越辩越明
二十多天后小平的讲话振聋发聩④

一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⑤

在《解放军报》醒目发表
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

提出的种种责难站不住脚跟
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

毛泽东思想旗帜等重大问题
迫于“两个凡是”派的巨大压力
中央宣传部左右为难 进退失据
发出的声音含混不清 前后不一
小平同志决定明确表态
约见时任中宣部长时指出
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
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往后拉
思想解放运动得以继续进行

“两个凡是”一步步失去民心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硝烟

却火药味浓烈的战争
对“两个凡是”的质疑和反对之声
不过是敲掉树上的叶子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杆的确定
则是挖断这棵树的根子
并刨去它赖以存活的土壤
这场思想大解放扭转了中国的国运
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
破除了种种禁锢思想和理性的迷信

（六）

“两个凡是”的堡垒已摇摇欲坠
为尽快推进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邓小平果断部署一项工作立马“转段”

揭批“四人帮”运动不要旷日持久
运动的最大目标是落实政策

整顿组织 首先是搞好领导班子
该平反的该处分的要尽快下结论

他以大海般宽广的胸襟单列一条
即在清理干部历史问题的过程中

不得把曾经错误“批邓”
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

以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使出干劲
他参加朝鲜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后
重点视察了东北六天
顺道视察了唐山和天津两天
全面指导企业发展方向和管理

落脚在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
系统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目标所指就是破除“两个凡是”
倡导开动脑筋开动机器闯“禁区”
建立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体制
他亮出鲜明的“政治观”

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
这是检验政治好坏的重要标准

一股思想解放的浩荡东风
在白山黑水的秋日艳阳里卷起
迅疾吹向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
这是一声呐喊 一记惊雷
在古老的文明国度回旋
追求真理的狂飙 风起云涌
冲破束缚思想的“两个凡是”藩篱
解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绳索
这是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翻身得解放后的又一次大解放
解放了思想 人的潜能和天性复归
解放了生产力 自然的力量就要喷发
解放了生产关系 制度功能就会释放
这次意义非凡的“北方谈话”
胜似一场飓风级春风
温暖了冰冻积雪的国人头脑
僵硬固化的思想土壤萌发春芽
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
下启十四年后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

再度掀起中国加速改革开放的高潮

（七）

人类的大脑比宇宙更奥妙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思想解放掀起了国人的头脑风暴
穷则思变 变则通达
通达便可通往繁荣富强
尽管积重难返 但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无疑是脱胎换骨的深刻革命
是系统而复杂艰辛的伟大工程
向一切不合时宜不利进步的

秩序制度和习惯养成挥斧动刀
本质是对社会成员利益的根本调整
难度不亚于历史上屡次的流血变法
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同义语
主持变法的改革家往往个人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

商鞅最后被处车裂酷刑
王安石变法被全盘废除

跻身唐宋八大家的文豪郁郁而终
张居正变法带来了明王朝一度繁盛

也没逃脱人亡政息的咒语

他本人最终被抄家、鞭尸
戊戌变法成百日维新

戊戌六君子喋血断头于闹市
皆源于封建社会的落后性所致
也是封建社会搞变法固有的宿命
在新时期搞改革开放
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后盾
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个根本
关键在于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人民
决定了最艰难的改革也必然取胜
改革的内容路径不过属于技术性
眼下春光大好
正能激发只争朝夕的干劲
全党全民大步跨上改革的新征程
改革必然触动少数人的既得奶酪
注定是得罪这些人的苦活累活
定然少不了他们的仇视和谩骂
也有日子过好了就评头论足的闲人

发出无头苍蝇那样的嗡嗡叫声
还有端碗吃肉搁筷骂娘的白眼狼

为博取眼球而攻讦改革的臆想狂
邓公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
只管引航导向 掌舵稳锚
无愧于国家的前途 党的重托
无愧于民族的未来 人民的利益
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天地
广大人民自会公正地书写历史

（八）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当是一次破冰之旅
此前已有多位日本首相访华
破冰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仪式
邓公这次特别出访经过精心谋划
为中国现代化大战略考察、取经
向世界发出中国将改革开放的信号
他说自己像徐福一样东渡扶桑
寻觅灵丹妙药“仙丹”仙草

它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秘密
最早敲定中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
明确指出中外合资企业六大好处
老革命家放下历史、放低身段
以谦逊的态度四处参观

机器人打主力的现代化生产线
风驰电掣的高铁新干线
劈波斩浪的高速气垫船

邓公询问、感慨、赞叹
慨叹人家先进文明三五十年
心中谋划着如何弯道超车追赶
坦率承认中国眼下的贫穷落后

但一定会加速赶超发达国家
日本各界翘大拇哥称赞邓公

这诚恳、谦虚、务实的态度
是有坚定信心的上佳表现

他以魅力无穷的人格光辉
再次化解中日近百年的宿怨
大幅推进中日关系向好进入蜜月期
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急剧升温
日本从中获得巨大的实惠利益
也对中国建设和发展大有贡献
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迅速拓展
往后的经济发展历史已充分证明
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进取
中日两国的合作堪称好样板
邓公到日本寻找“仙丹”之前
派出了国家级经济考察团访欧

由经济专家谷牧副总理领衔
顿时震动了西方朝野
激发了西方的投资热情和兴趣
西方大财团大企业都渴望着
赶赴九亿人的大市场谋求发展

（九）

国家由特定民族组成
自然具备不同的人格化表现
诚如罗斯福总统当年对日本的评判
民族主义狂热往往置己国于险境
伴随的自大自恋是国家的大灾难
古老中华帝国南疆之南
有个千年藩属国叫安南
南北狭长、人口数千万
一直受着中原王朝庇护
清朝皇帝赐名叫越南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再次认祖归宗
将坚持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无偿出钱出力给予物资
支援它打跑了侵略者取得独立
然后又遭到美军的大规模入侵
中国在“文革”的困境中
仍然挺身而出抗美援越
付出极高昂代价和牺牲
它在美国抽身泥潭后刚实现统一
民众尚未在长期的战乱后喘口气
就卖身投靠与中国交恶的苏联
在苏联别有用心的武装和怂恿下

它极度膨胀狂妄、自恋
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在东南亚称王称霸
欺凌泰国柬埔寨等邻国
在西沙群岛强占我国岛屿
疯狂反华排华驱赶杀害华侨
在中国南疆边境武装挑衅
越南的忘恩负义行径激起了

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这种情绪甚至感染偏僻山村
作为中国三军统帅的小平
已下定要教训小恶霸的决心
他眼下的注意力在东南亚
多国的政府要人频频访华
邓公出于多重目的进行回访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追赶欧美日发达国家任重道远
学习借鉴发展较好的邻国很可行
他是首访三国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三国蓬勃发展的态势、成果与路径
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他已如药到病除的“老中医”
开的处方与中国的“经济病”对症

（十）

早在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签订后两年
中美就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接触
尼克松总统1972年率先访华
开启了中美关系破冰之旅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成为奠基礼

美国政府确认“一个中国”原则
建交因美国成见和中国内乱而搁浅
阴差阳错一再耽误 一去已六年
邓公集大国外交最高智慧和经验
瞄准美国资本青睐中国广阔市场

正好达到历史最高期望值
巧妙给予美国政府以诱人动力
借助苏联吹向中国的转暖风力
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上毫不让步

就是“不怕鬼，不信邪”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中美建交谈判的底线
仍旧是邓公三年前定下的三原则

美台必须湾废约、撤军、断交
强硬给予美国政府以如山的压力
对于枝节、悬浮等技术问题
邓公一以贯之展示博弈技巧

务实 友善 大度 灵活
中美如愿以偿实现双赢
对立三十年后历史性握手言和
共同开启世界格局的新阶段

（十一）

邓公访问东南亚三国期间
中央工作会议⑥已经开幕
按照他在会前的提议
会议最初两三天集中讨论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延安时期就是中组部长的陈云
一反惜字如金的常态
在会上密集发射“连珠炮弹”
直率谈论系列大是大非问题⑦

重在大量冤假错案必须平反
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中央领导

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
德高望重的他字字千钧

引起了代表们强烈共鸣
在这次重要会议期间
北京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意见
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充分肯定了完全是革命行动

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
因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恢复名誉
华国锋宣布为涉及党的领导人的

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进行平反
会议讨论了系列重大问题

关于真理问题标准的争论
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
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
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等

“文革”使思想的河流严重堵塞
代表们的积郁压抑了十多年
现在终于如决堤的河水
汩汩流淌 畅所欲言
大家的观点不一或尖锐对立
会议简报整理的观点和建议
堆成小山能装满一火车皮
思想火花碰撞 交锋激烈
甚至火药味浓浓 剑拔弩张
会议也因此一再延期
正确的思路逐渐趋于明晰
小平同志为这样的局面欣喜
他亲手拟提纲并执笔写成的

在闭幕式上的重要讲话⑧

成为这次重要会议的定盘星
四个方面都事关国家大政方针
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这是思想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民主集中制必须真正实行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充分发挥四个方面的积极性⑨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坚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平反所有冤假错案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管理方法上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管理制度上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经济政策上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二）

一次中央全会改变大中华的走向
那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就开幕
大多数代表没有返回所在省份
就接着报到参加三中全会
长达四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

开得严肃热烈、扎实有效
许多同志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

实现了思想急转弯、大提升
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党比较容易进一步达成共识
会议认真务实、成果丰硕
这次全会只开了短短五天
就显著地载入新中国历史的封面
终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
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实现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
解决了部分重大历史问题
这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
这位扭转乾坤的历史巨人

就是人民敬爱的领袖邓小平
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党中央核心领导人充实了力量

“文革”中被边缘化的陈云
重新回到中央政治局
恢复二十三年前担任的崇高职务

党中央副主席、常委
增补了胡耀邦等中央政治局委员
增补了习仲勋等中央委员

（十三）

腐败 人类社会的顽疾
各种社会制度都难以避免

“一切行动听指挥”由纪律保障
铁的纪律是我党我军胜利的秘密

“文革”破坏了党的监察系统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
更名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主持
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邓颖超和胡耀邦为第二第三书记
中央纪委最初的历史功绩是拨乱反正

“文革”有腐败的土壤和人物
几乎没有腐败的物质基础
但搞特权的人和事大量存在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长
腐败现象定会开始泛滥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 及时部署
大力加强这一专责机关
为服务全局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十四）

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
是一个政党成熟和伟大的标志
是一个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党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在为国家级领导人平反层面
跨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为含冤去世的彭德怀和陶铸
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高度评价他们为国为民伟大一生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
为习仲勋平反 为杨尚昆平反
全部落实政策 妥善安排工作
习仲勋和杨尚昆先后主政广东
为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出崭新天地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开始解放僵化的思想
开始破除迷信和个人崇拜
开始丢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开始开动脑筋挖掉贫穷的根子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的家乡
凤阳花鼓调唱出其贫穷和凄惶⑩

小岗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
穷到每人每天仅二两八钱口粮
折合一年收入十四元四角
年年都外出逃荒叫“讨饭村”
贫穷限制想象能力和诗情画意
贫穷激活生存能力和温饱渴求
他们从三中全会看到一线希望
十八户农民甘冒蹲牢房的风险
在江淮大地上一个寒冷的黑夜
以赌咒发誓按手印的方式

签订了一份“生死文书”
“绝密”地干了件逆天的大事

以家庭为单位单干分田到户
他们只不过为了活命而已
根本没意识到触发了改革的机关
这是向“农业学大寨”发出质疑
向以“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为特征的

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发起冲击
来年秋天就喜获丰收、广结硕果
粮食产量相当于之前五年的总和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鼎力支持
揭开了全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和大包干改革的历史序幕
流传起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在小平同志的强有力支持下
全国农业农村体制改革蓬勃兴起

（十五）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唯一能认出祖先文字的民族

就是神州伟大的中华民族⑪

年逾古稀的小平老人妙手回春
使古老的祖国开始变得年轻
国家的路线方针大局已定
拨乱反正成为高难度技术活儿
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
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
真是急难险重的攻坚工程
历史的沉重包袱开始有序卸下
社会的定时炸弹逐一安全排除
恰似漫天云朵的棉花盛开
寒冬中的国人感到贴心温暖
正如那定海神针巍然矗立
惊涛骇浪骤然变得和风细雨
是年的最后一个月
水到渠成发生的两件大事
极其深刻改变着中国
一件是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一件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十五天
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向全球宣布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联合公报
顺应中美从对抗变合作的大势
小平果断决策 国防部下令
从1979年1月1日零时起
停止长达二十年的“金门炮击”
海峡两岸连年的震天炮声停息
从此海天相接 山青水碧
热烈呼应邓公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创举
他为港澳台回归祖国怀抱而定制的
“一国两制”的伟大先例

注释：本文主体内容时段为1978年。
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头版头条
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7家报
纸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作者胡福明
（1936.1—2023.1），当时系南京大学哲
学系教师，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政协副主席
等职，2018年12月18日被党中央、国
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④ 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明确的
表述:“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
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
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
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⑤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
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
则》。此文是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由
罗瑞卿同志主持修改而成。《人民日报》
同日转载。

⑥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很多
重要而实际的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了充分准备。会期也很长，1978年
11月10日—12月15日。邓小平同志
访问东南亚三国则在11月5—14日进
行，他归国后出席了会议，并在12月13
日的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

⑦ 陈云同志的发言包括两个方面
六个问题，五个涉及冤假错案的平反。
另外一个是揭发康生在历史上和“文
革”中干了大量坏事，应该受到批判。

⑧ 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⑨ 指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
方面的积极性。

⑩“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
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几
年荒。”

⑪ 见美国基辛格所著《论中国》。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 布谷夫

（长诗选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