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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与其构建理论体系方法的科学性是分不开的.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

理论 ,它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为逻辑起点.“实事求是”不是逻辑起点 ,而是研究

遵循的科学方法 ;二、从生产力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理论 ;三、“猫论”与“摸论”结合的思维方式 ,突破了单纯

演绎思维的局限 ,又使非演绎思维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创新.

关 　键 　词 :邓小平理论 ;体系构建 ;特点

中图分类号 :D0. 0 　　　　文献标识码 :A

0 　引 　言

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 ,这个

理论的科学性与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的科学性

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指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伟大而艰巨 ,我们没有未来的全部答案. 无

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快发展 ,都面临着一些从未遇

到的新课题.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进一步把

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 ,大胆探索 ,勇于

创新 ,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在纪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因此 ,我们有必要研究

和把握邓小平理论体系构建的特点. 邓小平理论体

系构建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为逻辑起点

一个理论体系的成熟 ,有赖于正确的逻辑起点

的确立.

理论界一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实

事求是. 这种观点对突破以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

式 ———“公有制”为逻辑起点的观点来构建社会主

义理论 ,有着重大的意义. 然而 ,深入研究可以知

道 ,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

不准确的.“实事求是”是创建任何科学理论首先都

要遵循的方法 ,它不等于被创建的理论本身的逻辑

起点. 逻辑起点是在大量研究之后找到的. 在《资本

论》三卷手稿中 ,第一卷第一章“商品”,是马克思最

后撰写的. 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趋于成

熟. 爱因斯坦根据 19 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中的新发

现 ,没有受经典力学的束缚 ,进行了理论创新 ,创立

了相对论 ,这里也是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是 ,

显然“实事求是”不是相对论的逻辑起点. 爱因斯坦

是从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出发来叙述他的

研究成果 ———狭义相对论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的学

科性质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作为广义的科学社会主

义 ,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

义.而我们一般指的邓小平理论 ,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是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组成部

分之一的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是关于社会主义发

展的理论 ,是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 它的走向成熟 ,

形成理论体系 ,是在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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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提出和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后. 作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

理论 ,它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概念为逻辑起点的 ,而不是以“实事求是”为逻

辑起点.“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哲学

基础 ,是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 的

基本结论 ,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物质 ,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商品.“实事求是”没有充当

过逻辑起点. 正确的逻辑起点的确立是实事求是研

究的科学成果 ,又是科学地展开其理论叙述的起

点.能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 ,它蕴含着被研究对象

的一切矛盾的胚芽 ,能解释被研究对象的一切方

面.我们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就

很容易把握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框架和脉络 ,就

能理解为什么确定这样的基本路线 ,就能理解为什

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和文

化建设上确定这样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形成这

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来指导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

2 　从生产力高度来创新理论

马克思指出 :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2 ] .

列宁指出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

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才会有社会科学[3 ] .

由于当时时空条件的关系 ,当时时代主题是战争与

革命 ,马克思以北美、西欧 ,主要是英国这些生产力

已充分发展的地方为研究对象 ,所以 ,马克思以生

产力为既定前提 ,理论重点在论述生产关系 ,经济

制度的变革上. 马、恩对未来社会拒绝作具体描述 ,

只是大致地描述了未来社会的一些特点 :公有制、

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 可是后来曾在一个长时期

内 ,在变换了的时空条件下 ,我们对马克思社会主

义理论的生产力前提认识不足 ,导致在生产关系上

盲目求纯 ,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 ,把经济体制看作

经济制度 ,导致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发展受到严重挫

折.邓小平指出 ,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两个大

的错误 ,一是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语录 ,二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这个根本命题.

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 ,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出发 ,总结我国和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教训 ,从生产力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 ,提出了生产

力标准. 在此基础上展开 ,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

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

出科学的总结概括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

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 ”

把认识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 ,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一逻辑起点的内在矛盾展开 ,从而使社

会主义理论得到创新 :在所有制理论上 ,提出公有

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在经济体制上 ,

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上 ,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

会主义民主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以发展生产

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

量 ,巩固并增强社会主义制度[4 ] ;在文化建设上 ,提

出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

公民为目标 ;在祖国统一理论上 ,提出了“一国两

制”理论 ;等等.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 ,我国社会主

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党第三代领导集

体的代表江泽民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 ,提出“三个

代表”的思想. 生产力是基础 ;先进文化是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 ,为发展生产力服务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是出发点和归宿. 由于从生产力高度来把

握 ,使党的理论成为彻底科学的理论 ,使党的路线、

纲领、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得到根本保证.

3 　“猫论”与“摸论”结合 ,突破单纯演绎思维

的局限

　　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矛盾的分析 ,

得出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的科学结论. 显然 ,公

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可是 ,在一个长时期内 ,

我们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从公有制出发来构建社

会主义理论. 得出诸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大一统的分配方式 ,等等结论.

固然 ,演绎推理在认识过程中有重大的作用.

欧氏几何就是依靠演绎的方法 ,从有限的几条公理

出发 ,建立了它一整套理论体系的. 但是 ,演绎推理

得出的结论蕴涵于前提之中 ,从欧氏几何怎么也演

绎不出曲率不等于零的弯曲空间的特性. 所以 ,演

绎推理难以创新理论. 江泽民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 ,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而实际生

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 ,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 ,

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因此 ,

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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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 ,不可能一成不变.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97 年 9 月 12

日) .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注重生产

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邓小平

一方面提出“猫论”,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白猫、黑

猫 ,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就是社会主义的. 另一方面提出“摸论”,运用非演

绎推理的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 ,胆子要大 ,步子要

稳 ,走一步 ,看一步. 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

验 ,哪一步走得不妥当 ,就赶快改. 总之 ,遵循一个

原则 ,就是实事求是.“猫论”与“摸论”结合 :发展生

产力是既定目标 ,但具体道路、方法是要摸索的 ,要

从实践中摸索出规律性的认识来 ,而不是从一定的

前提中演绎出来. 从“公有制”演绎出来的“人民公

社金桥”和“大跃进运动”,没能使我国进到“共产主

义天堂”,反而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依靠“猫论”与“摸论”结合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

理论突破了单纯演绎思维的局限 ,又使非演绎思维

(概括与猜想、类比与转换、分析与综合等等) 沿着

正确的方向进行 ,使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创新 ,推动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

邓小平注重从群众的实践中去发展理论. 无论是实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 ,还是不断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 ,创办经济特区 ,引进外资等 ,都大大

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显示了“猫论”

与“摸论”结合的思维方式的创新性. 建立特区 ,“杀

出一条血路”的思路 ,使深圳在很短的时间里 ,从一

个 30 多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 390 多万人口

的大城市. 1979 年开始农村改革 ,只用五年时间 ,到

1984 年 ,我国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未解决的人民的吃

饭问题 ,解决了温饱. 1984 年改革向城市铺开 ,1995

年我国提前实现了发展战略步骤的第二步 ,中国人

民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小康 ,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

展.

4 　结束语

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这

不仅在理论内容上 ,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创新的方法

上.江泽民在“七. 一”讲话中指出 :“我们对社会未

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 ,但未来的事

情具体如何发展 ,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 我们

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

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 以往的经验教训已

充分说明 ,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大

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伟大而艰巨 ,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快

发展 ,都面临着一些从未遇到的新课题. 我们没有

未来的全部答案. 只能依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

法 ,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方法 ,在实践中去发

展理论、创新理论 ,来指导伟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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