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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10年。
我想，有点生活经验的人略一回首，都会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
10年前，我和凌志军撰写了《交锋》，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
回忆起当年3月在王府井南口低矮的风入松书店签名售书的情景，宛如目前。
10年过去，又换了人间，王府井的面貌也完全改观了。
　　我从1978年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和评论员，这一经历正好和改革开放的过程相重合。
在这30年里，我和很多人一样，和改革坐在一条船上，驶入了这一进程的波峰浪谷。
期待、欣喜、挫折、彷徨、激动、冷静⋯⋯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在路标转折途中，有些不经意的遭际，当时看来并不起眼，但事后回顾，竟成了历史的关键点，很多
经历也化为历史的刻痕。
我的心里，时常鼓荡着这样的念头：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历史脚步描画出来，就愧对了历史。
于是，就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这本书在《交锋》10年之后出版，又有了许多新史料。
比如，时至今日，有人竟要求为“四人帮”平反。
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这本书就有了详细的披露和分析。
　　这30年，气象万千，头绪万千。
在浩如烟海的现象面前，怎样让读者一册在手，全貌在胸？
我在书中以四次大争论作为框架，梳理了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和读者共同探讨日常生活
背后的真相和规律。
30年的过来人大都有这样的体验：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突破了陈旧思维及习惯势力的阻碍，才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我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经历了四次大的争
论，实现了四次大突破。
　　第一次大争论是1978年前后，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两个凡是”还是要改革开放？
第二次大争论是1992年前后，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
第三次大争论是1997年前后，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
第四次大争论是从2004年开始至2007年，中心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
本书中，每一次大争论的标题下面，都有两块内容，先把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然后描述与
争论相关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
两块内容互相补充，也许能使读者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厚的认知。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以“改革开放在四次大争论中前进”为题，赴各地演讲，获
得听众普遍认同。
在演讲中，我向听众介绍了这四次大争论的两个特点：一是早先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后来利
益博弈日益凸现，导致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越来越复杂。
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国改革的研究。
2008年初，我出版了《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十几次重大改革的曲折经过，实质上是一本中国改革史。
我是想以此书给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借鉴。
通过研究，我发现，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作用，比如清代的洋务运动。
而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却未必能促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浪潮般地涌现，比如朱元璋起义。
就此来看，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也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所幸的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至今方兴未艾，并且已经取得辉煌的成果。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推进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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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来，险峰凸起，激流回旋，发生了多少次起伏跌宕的交锋？
每次交锋背后，又有多少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博弈？
    马立诚身处30年交锋前沿，亲身见证、参与了众多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
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亲身经历的现场感、扣人心弦的情节、高屋建瓴的视野，使本书产生了巨大的
阅读期待。
    本书直面30年来社会多方面的风风雨雨。
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长卷，生动地描画出改革开放的进程。
惊心动魄，振聋发聩，令人抚案叹息，掩卷深思。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交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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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

　　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与凌志军合作撰写的《交锋》《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
《交锋》发行200万册，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1986年至今，出版著作15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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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中国上空的不死鸟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
放的先锋干将　孙长江在1978　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　刘心武和卢新华：伤痕文学
出鞘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小岗村红手印：谁向外讲谁不是人　1978：可口可乐
重返中国历险记　《乡恋》：一首歌曲引发的争论狂潮　“初级阶段”——谁想出来的　星星美展：
划过夜空的绚丽　朦胧诗爆炸：后果很严重　四月影展：墙里墙外的突破　回城流意外催生了个体私
营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深圳：杀出一条血
路　杜润生和五个1号文件　我与袁庚有神交　等待已久的突破：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央全会决定
　中宣部长朱厚泽首倡宽容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　蛇口风波：“陈腐说教与现代意
识的激烈交锋”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姓社姓资人心惶惶　苏东剧变：焦虑的邓小
平　横空出世皇甫平　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败走麦城　江泽民下令删改党报社
论　一篇挑战邓小平的奇文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　批“左”：田纪云豁出来了　十四大：
尘埃落定，市场经济全面启航　下海，下海　1993关键词：软着陆　“50条”：新一轮改革启动　陈
光怎么变成“陈卖光”第三次大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四份万言书：矛头直指私营经济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　“五二九”讲话：阻碍思想解放的阴霾一扫而空　十五大：回答
万言书的挑战　光彩事业为什么赢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　私营企业家能入党口吗　十六大关键词
：保护私有财产　中国特色的“红帽子”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　轰动世界的《交锋》
官司　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加入WTO的较量　吕日周绝地一搏：得了民心，失了⋯⋯　原罪激辩：
要不要给富豪大起底　798：北京的文化欲望第四次大争论：中国改革搞错了吗　郎咸平旋风：明星学
者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　刘国光旋风：经济学家内部分化，姓社姓资风波再起　巩献田旋风：《物权
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　张勤德旋风：“左”的棒子队出手　“左”的人物为何质疑“36条”　黑
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　有人要为“四人帮”平反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十七大：停
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此中有真义　温家宝：多难兴邦．中华不死　对日新思维
震动亚洲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人民日报》回答《炎
黄春秋》　昆明掀起了仇和热　汪洋：解放思想又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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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中国上空的不死鸟　　1976年底，粉碎
“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北京还是大字报的天下。
　　我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东观礼台的前墙上新贴出一条粗黑体字的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恢
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
”　　粉红色大字报纸上，沿着粗黑的大字边缘，淌下来一缕缕墨汁。
这个印象至今还很清晰。
　　标语上的“三副一正”，是指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时，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
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职务。
　　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民众运动。
我当时也不顾禁令，经常来到天安门广场，融入到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之中。
4月5日，运动被镇压，388人被捕。
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决议，我在朋友家里和朋友一起收听了这个广播，
播音员用“文革”中特有的那种响亮刺耳的高音阶声音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
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我和朋友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棍，久久地，谁也没有说话。
　　随即，报刊上给邓小平扣上了“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帽子，称邓小平是“邓纳吉”。
紧接着，北京和各地奉命表态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决议。
各种媒介铺天盖地声讨和批判邓小平。
　　一直等到毛泽东去世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
全社会的积怨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命运立即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这幅标语，就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可是，没过几天，民众就吃了一记闷拳。
　　“文革”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最高宣传权威，这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两报一刊联合社论。
两报一刊社论平素不见踪影，但一到运动的关键时刻，就出台面世。
社论所传达的内容，无疑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
　　1977年2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把一篇社论交给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要求以两报一刊社
论名义发表，强调不准动一个字。
当时参加中央宣传口领导工作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回忆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个这么个东
西？
”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耿飚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要求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什
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但是，意见归意见，还要服从上级。
2月7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审阅同意，两报一刊发表了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的字体要大，以
示突出。
北京其他报纸和全国各地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
　　社论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楠说，华国锋要对这篇文章负总责，但实际上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直接策划者和制造者。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显然是阻挠邓小平出来，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个凡是”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和崇拜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理论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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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有半点质疑。
这一手在当时还有些威力。
毛泽东刚去世，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市场。
　　为了强化“两个凡是”，1977年初，华国锋下令加强公安工作。
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
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
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和镇压。
这里的重点，是采用专政手段压制批评毛泽东的意见。
　　但“两个凡是”一出台，就受到各种抵制。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
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　　会议中，陈云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
无关。
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
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
‘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
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　　在元老的压力下，华国锋略有让步，但他还坚持“两个凡是”的底线。
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
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4月4日，邓小平在没有恢复职务的隋况下，给中央写信，质疑“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邓小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
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
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感到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
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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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0年岁月噫呈嘻弹指一挥间大部分时段却都是海水碰火焰。
1998《交锋》爆炸；1999《呼喊》风靡；2008《历史的拐点》长叹。
　　万事开头难。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流翻转过来，把改革开放推上主导地位，难度之大，可想而
知。
　　第一次大争论从思想观念展开，波及面之广，超过后来的历次争论。
　　第二次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
南方谈话开启的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它以市场经济体
制再造了中国。
　　从1995年春到1997年春先后问世四份万言书，向人们发出警告：私营经济正在造成严重危害。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私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这就是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内容。
　　历史的进步绝非纯而又纯，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怎么办？
是继续推进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走回头路，倒退到普遍贫穷的时代“取消”这些问题？
　　中国的改革错了吗？
　　第四次大争论就此展开⋯⋯　　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
去脉，比如江泽民为何下令删改《人民日报》社论，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谁是
四份万言书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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