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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经验，可以这样说，我们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和重

大成就，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不挣脱枷锁，不打碎禁

锢，中国就是一个泥足巨人，无法阔步前行。解放思想永无

止境。当前举国上下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浪潮。很多

地方党委和政府都进行了发动和部署。关于解放思想的说法

多种多样，认识上千差万别。这种广泛参与的热情非常可嘉

。但是，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把解放思想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

。因此，只有找准解放思想的障碍，并排出这些障碍，才能

使大讨论活动真正对我们的学习工作起到实效。 就我个人来

看，目前“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中主要存在如下思

想障碍： 一是工作被动，不知如何创新。 在当前的大讨论活

动中，奉命行事，被动参与，空洞表态，大轰大嗡的情形屡

见不鲜。比如，以加强领导、统一部署的名义首先设定解放

思想的框子和范围。当地已经制定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目标

和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和构想，如何如何去“解放

思想”，破除障碍。于是，各个部门和干部遵旨行动，召开

各种会议，开展各种讨论，纷纷进行政治表态，把个“思想

解放”活动搞得千孔一面，完全程式化了。这样的“解放思

想”根本不用动多大脑筋，有些嘴边的话信口拈来，什么“

突破体制瓶颈”、“提高行政效能”、“克服小富即安”等

等，随便划拉一下就足有一箩筐。 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是

因为有些涉及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搞



得清楚，需要突破新的禁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以空前

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 二是面对批评，不愿承担责任。 

古往今来，环视中外，凡是那些载入史册，彪炳千秋的解放

思想运动，有哪次是在如同绘画绣花、饮酒喝茶般的温文尔

雅中落下帷幕的。哥白尼、商鞅、王安石、谭嗣同、李大钊

，都为追求真理和倡导新的思想观念作出了巨大牺牲，甚至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下，短期逐利思潮蔓延，是消磨和钝

化国民意识的一大腐蚀剂。敢谏直言之士越来越少，阿谀逢

迎之辈层出不穷。官员擅权，专家谰言，这样的事情屡见不

鲜。有的所谓“专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专门为权贵

利益辩护，也搞起了“傍大款”那一套。这样的思想环境和

官场风气，对于继续解放思想是很不利的。因此，没有迎接

风险，勇于承担责任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进行

的。 三是主次不分，不会解放思想。 推进思想解放，必须抓

住问题的焦点，把正确的思想观点与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相

对立，进行思想交锋，弄清孰是孰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因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

唬人，说什么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他们把改革开放

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抓住“姓资姓社”的问

题，鲜明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廓清了“姓

资姓社”的迷雾，使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大解放，重新启

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解放思想不是一般的学习讨论、

一般的提高思想认识，更不是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而是通

过破除陈旧过时的、已经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和条条

框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某种飞跃。因此，解放思想要

经过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交锋，必然是有破有立的过程。



如果不触动陈旧过时的、已经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

只是大讲要解放思想，或只是一般议论，是无济于事的。 今

天，对历史新时期我们自己提出的某些思想理论观点，搞起

来的某些东西，要依据新情况加以审视，这往往比较难。这

就要求我们提高推进解放思想的自觉性，发扬勇于思考、勇

于探索、勇于破旧、勇于创新的精神，做好继续解放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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