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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E_E6_80_9D_E6_c25_502590.htm 时值全县蓬勃开展大

讨论活动之际，为认真领会这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活动精神

内涵，翻阅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与评论，看

后不仅启发良多，解放思想切忌否定一切，切忌摈弃中国传

统的道德价值观，更不是全盘西化，走西方老路，下面就自

己对解放思想的内涵做一点浅薄的剖析。 1978年推倒“四人

帮”对中国社会长达数十年的桎梏和压迫后，中国迫切需要

一种统揽全局和稳定人心的唯物理论，解放人们对毛泽东同

志的神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质疑，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

、团结一致向前看”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算是中国第一次把

解放思想提升为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之策。随后不久，中国

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流入国内，但

同时冲蚀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但不管怎么说，这时的解

放思想依靠的是一种人为的推动力。 1989年爆发了“八九学

潮”事件，这既是对我们解放思想、对外开放的一次检验，

更暴露出在这一理论支撑下西方腐朽文化及思想对国人千百

年来传统思想的洗礼和侵蚀。解放思想不是走资，更不是西

化，面对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烙印，1992年邓小平

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名垂千史的南巡讲话，第一次明确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困惑，并以

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认识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打开国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需要

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进行变革，而变革必然引起人们思想的



变化，解放思想依然是被动的，正是这种被动的解放思想方

式造就了我们不加思辨的吸收外国思想，一度使整个社会固

有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紊乱，因此必须正确认识解放思想的

内涵，把解放思想看成是一种主动创新、突破陈旧的钥匙，

从被动解放思想转为主动解放思想。 如何主动解放思想？解

放什么思想？我个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

识和站在对事物规律充分认识的角度，对与科学要求和事物

发展规律相悖或不适应的观念与想法进行勇敢摈弃，而非去

全盘否定什么，更不是挑老祖宗的毛病。 解放思想能否得到

应有的深度，其检验的唯一标准还是社会实践，如果没有对

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就不可能正确的解放思想，即使解放

也是解放了不应该解放的思想，“治聋反倒治哑”，因此必

须深刻理解解放思想的真正内涵，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解放

思想，才能使解放了的思想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