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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符合三 

中 全 会 精 神 吗 ？

自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以来，特别是在今年八月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召开以 

来，一些人提出了这祥的疑问：反对自由化是否符合三中全 

会精神？这确是一个重要的是非问题，有必要讨论清楚。

这里，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理解三中全会的精神。人 

们常常把三中全会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正确的。

三中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并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 “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但是， 

三中全会还同时指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必须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这就是说，我们提出并强调 

解放思想，是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摆脱个人崇拜和左倾思 

想的桎梏，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同心同德地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 
如邓小平同志在后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的，三 

中全会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的。三中全会强调纠正左倾错误，反对由于左倾影响形成的 

思想僵化状态，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就在当时， 

一些同志已经指出了开始冒头的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这也是 

必要的。因为那种鼓吹极端民主、绝对自由，脱离党的领导， 

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思潮，是同三中全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对于任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不 论 是 来 自 “两个凡 

是”，还是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必须加以反对。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 

“两个凡是”、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鉴于社会上有极 

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的言论，而党内也有一些人对解放思想作了片面的理解，看 

不到或不承认这种错误思潮的危害性，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 

同情、附和或支持，党中央及时重申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贯彻三中全会的 

精神所要求和必须的。党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直至最近召 

开的六中全会，一直坚持了这个精神。



当前，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小精神，克服思想战线上的 

各种错误倾向。对存在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影响，要继 

续肃清；特别是对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更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 

要的恰当的斗争。

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常 常 以 “解放思想”为借口。一提 

出反对自由化，他们就马上会说： “反对自由化，会妨碍解 

放思想。”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论点。

什么是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禁 

锢人们头脑、阻碍历史前进的落后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以反 

映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思想来批判并取代这种传统观念。欧洲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中国五四时 

期对集中反映封建传统观念的孔家店的抨击，延安整风时期 

对教条主义的清算，都是这样。 目前正在深入进行的这一次 

思想解放，主要是要打破左倾观念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 

把人们的思想纳入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党的领导下， 自 

觉地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离开这个原则的任何解释，都 

是错误的。

当前存在的自由化倾向，却是同解放思想在性质上根本 

不同的两件事，而且，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恰恰是对解 

放思想的一种否定。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針指引下，广大党员和群众 

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日益充分地发



挥出来，形势是很好的。但是，在这小过程中，也出现了某 

些消极的东西。一些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思想解放，走到 

了崇拜自由化、 自发性的道路上去。他们反对“两个凡是”， 

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观察问题的观点， 

往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或者叫做民主个人主义的。在 

他们的心目中，解放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 

何限制地说他愿意说的一切，做他愿意做的一切，拒绝党的 

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 

放”、“绝对自由”。其结果，就必然同我们党所一贯坚持的 

四项基本原则发生尖锐的对立， 同实事求是的方针相背离。 

当然不能否认，在我们队伍中，还 有 “左”的东西。但是， 

有自由化倾向的人，往往划不清“左”的流毒和马克思主义 

的界限。他们站在自由化的立场，就必然要把某些马克思主 

义原则当成“左”的东西，把对自由化的正确批判当成解放 

思想的障碍而加以反对。

由此可见，当前存在的自由化倾向，从一定历史范围来 

看，是对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方针的一种否定，是同三中全会 

的方针不相容的。如果说，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 

正，批判左倾错误是必须的，那末，今天继续在实际工作中 

坚持反“左”的同时，强调反对自由化，这也是必须的。无论 

现在或今后，我们都必须继续强调解放思想，也就是继续强 

调实事求是，使我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符合。整个说 

来，如果认为思想解放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



对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坚决反对自由化的倾向， 

那末，人们的思想又将可能陷入另一种混乱状态，受到资产 

阶级思想的奴役和缚束。

“反对自由化，会造成：'两个凡是’的回潮。”这是一些 

人所持的另一个重要论点。

“两个凡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错误方针和错 

误思想体系。它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而 

同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相对立。两年多来，我们的 

拨乱反正，正是在同“两个凡是”的不断斗争中逐步实现的。 

我们反对“两个凡是”，是要否定那些应当否定的左倾错误， 

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功过，而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某 

些有自由化倾向的同志，却背离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看 

起来，他们也在反对“两个凡是”，但是，他们从错误的立 

场出发，在方法上同“两个凡是”各持一端，从肯定一切跳 

到了否定一切。他们不是以科学态度去分清功过是非，总结 

历史经验，而是专门钻进毛泽东著作的字里行间去寻隙找岔， 

任意否定党的历史上的成功经验，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把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坚持“两个凡是”而加以反对。 

这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出现的截然相反的两种立 

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必须測清的一个重要是非界限。

当前， “两个凡是”的遗毒尚未肃清，它同自由化思潮 

并存，而成为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两个极端。表面看来，这两 

个极端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而事实上，双方都以对方



的存在为借口，为自己的存在制造根据。肴 “两个凡是”倾 

向的人，往往抓住自由化倾向中的某些表现，把自由化的产 

生归咎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说什么本来就不应当反“左”。 

而有自由化倾向的人，又往往抓住坚持“两个凡是”的某些表 

现，把 “两个凡是”思想的继续存在归咎于我们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说什么本来就不应当在提出解放思想的同时又提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反“左”的过程中又提出反对自由化。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反对两种倾向。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 

反 对 “两个凡是”，才能更有力地反对自由化；同时，只有 

坚决地反对自由化，才能更有力地反对“两个凡是”。

“批评自由化就是打棍子。”这是一些人所持的又一个 

重要论点。

打棍子的现象，在我们队伍中是曾经存在的。远的不 

说， “文化大革命” 中流行的那种无限上纲、乱批乱斗，就 

是典型的代表。而且直到今天，它的流毒和影响也很难说已 

经完全肃清。但是，在纠正和防止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决 

不可以不注意另一种倾向，这就是作为“文化大革命”后遗 

症的取消思想斗争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观点也需要 

澄清。

首先，在对思想战线总的估量上，有的同志只承认有 

“左”，而不承认还有自由化；其次，他们抓住实际生活中 

一些简单化和粗暴的现象，而加以夸大，认为当前思想战线 

领导上的主要问题是简单化和粗暴，而不是软弱涣散；笫三，



在上而两种估量的基础上，他们不赞成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批 “左”嘛，那是必须的；可是，一提到要对自由化倾向进 

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他们就反感，就 

抵制，就反对，而且据说，这一律都是来自“两个凡是”的 

反扑，都 是 “左”的简单粗暴、横加干涉，都是打棍子、扣 

帽子。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批评他一下就以受打击迫害者 

自居，不但不认错，反而引为“光荣”。这些同志在某些问题 

上，一方面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成“左”的东西加以反对， 

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无产阶级的原则加以赞扬。

明明是在那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 自由化，又自认为是解放 

思想的先锋战士。

总之，问题十分明显，在 反 对 “左”的倾向的同时，强 

调反对自由化，这正是当前形势的客观要求。反对自由化， 

不但不违背三中全会精神，而且恰恰有助于从思想上分清是 

非，使我们的事业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那种以 

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为借口而反对批判自由化的观点，是没 

有根据的。

当年，列 宁 在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 曾经严 

厉批评了那种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 

写他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的观点。他郑重指 

出，党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应当 

坚持党性原则，接受“党的监督”。他还指出，党如果听任这 

种自由化倾向的发展而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那末， “它就



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 

(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47— 649页）今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 

员，特别是处在思想战线前沿阵地的共产党员，应当牢牢记

取列宁的这些教导。时刻也不应当忘记， 自己首先是党员， 

然后才是这个家、那个家。既然首先是党员，那就必须首先 

要有党的观念，要遵守党的纪律，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是一次很重要 

的会议。我们应当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克服自由化，克服思想 

战线领导上渙散软弱的状态，为进一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发展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