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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

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

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

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

条不紊地进行工作，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了把全党

和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一方

面对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认真清

理，一方面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

出科学评价，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能够坚定地

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前进。 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后，如

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重新对这个问题作了

阐述。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

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

，也不应该夸大。缩小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在这

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

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

理论是错误的，应当停止使用。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

和右的错误倾向，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



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势

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

就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彻底打破个人崇拜

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既要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

要正确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1979年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

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历

史经验。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于11月开始起草《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3月，邓小平对《

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

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

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

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这个总

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还多次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

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些根本方针，使党既能够实事

求是地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够客观地对待自

己的历史，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基本的立足点。 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

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

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

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

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议》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

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

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

路。它的主要点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

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

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生产关

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认

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这是第一

次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华国锋所犯的错误

提出批评并要求调整他的职务。华国锋本人也提出辞去领导

职务的请求。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

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

行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



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推动下，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

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

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的十一

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

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之一的名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

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

雪。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党在干部问

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

。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

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

”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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