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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57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光明日报社的社史展厅里，陈列着7张报纸大样的改样稿，泛 黄的纸页上，留有鲜艳的红笔圈改痕迹。
1978年5月11日，7次改样的内容见报——当天的《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余年。
文章后来被称为“春风第一枝”，以“政治宣言”的姿态，发出思想解放和时代转折的先声，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回头再看，这场讨论是党的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里程碑事件，成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影响和推动了解放思想的整个进程。

7次修改报纸大样 临聘“特约评论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成为“春风第一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一个人的勇气

事情可以回溯到更早之
前。粉碎“四人帮”后，社会思
想依然普遍困惑，禁锢难以消
除。1977年2月7日，《人民日
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
合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
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论调。

“不可思议”，时任南京大
学政治系教师的胡福明想了很
久，决定批判它。“如果承认‘两
个凡是’，那就意味着中国停滞
不前、寸步难行，阻挠国家发展
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拿起笔来当“武器”，胡福明
没跟任何人商量，“决定一个人
写，文责自负，一人做事一人当”。

1977 年 5 月，胡福明开始
着笔。一边陪护妻子治病，一边
在医院走廊的微弱灯光下，或蹲
在地上，或趴在凳子上，把《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

《毛泽东选集》里，关于实践的理
论论述一条条找出来参阅。

前后修改三次，当年 8 月
下旬，他完成了 8000 字的初
稿，拟定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当年9月初，胡福明
把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哲
学组编辑王强华。

很长一段时间，此事杳无
音信，胡福明的担忧更甚。“如
果被当成反党、反毛泽东思想
的‘反革命’，在当时的中国怕
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的了。”

直到四个月后的1978年1
月，胡福明终于收到回信。来
自王强华的亲笔信回复称，《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
么，我们知道，要用，请胡福明
再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
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里面
还有登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的两份报纸大样，时间注
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

此后，稿子反复修改多次。
王强华也对文章提出“更贴近现
实，更有战斗力”等新要求。

一群人的战斗

1978 年 4 月上旬，经过近
3个月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原定在《光明日报》哲
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但《光
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
完这篇文章后，“觉得很重要，
在副刊上发表分量不够，太可
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到第
一版上发表”。

4 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
开会的胡福明被邀请到光明日
报社，与杨西光、王强华、光明

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和中央
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一
起，当面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这篇文章。

“大家讨论了很多，杨西光
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
来是两点。”胡福明说，“第一
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
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
敲，防止授人以柄。”

会后，胡福明搬到招待所，
继续修改文章。“这次又改了六
七遍。杨西光很重视这篇文
章，把它作为改变当时《光明日
报》面貌的开始。”胡福明说。

直到“五一”劳动节将近，胡
福明临返南京前，杨西光告知
他，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帮助修
改，并请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而后，文章送到时任中央
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人
手上，经斟酌修改，最终在4月
底定稿。

定稿后的文章并没有第一
时间刊发在《光明日报》上。
1978年5月10日，在时任中共
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
指导下，中央党校出版的《理论动
态》上，首次刊出这篇文章，文末
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
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
刊发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向全
国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
报》和《解放军报》转载。

有意思的是，《光明日报》
上并未出现胡福明的名字。原
来，杨西光曾同胡福明商量：

“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
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
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

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
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
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
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胡
福明当即答道：“很好，只要文
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
的就达到了。”

对比胡福明的原标题，《光
明日报》的刊发内容，在标题上
增加了“唯一”二字——《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
稿时所加。”胡福明强调说：“这
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
主要作者。”胡福明解释说，“我
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

《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
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
集体智慧。”

平地惊雷，一场全国性的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轰轰烈烈
拉开序幕，解放思想的号角就
此吹响。

“争”出来的思想路线

“战斗”必定是硝烟弥漫
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文章面世的当天，就有人给

《人民日报》打电话，指责这篇
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
很坏很坏，给这篇文章扣上了

“砍旗”的政治大帽子。
还没来得及注意到这篇文

章的邓小平，听说“吵起来”后，
才翻看文章，并在后来表达了
坚定支持的立场。

此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恰好在筹备中，有人不同意会
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

法。邓小平得知后指出，“这是
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1978年6月2日，在“实践
标准”和“两个凡是”激烈争斗
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批驳了“两个凡是”思潮，明
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
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是否
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如何看待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
题。并且进一步阐明，从社会
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是否正确
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只
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
践的检验，才能证明究竟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
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紧张忐忑许久的胡福明，从
广播中听到邓小平的此番讲话
后，心里的大石头算是落地了。

“我听得出，小平同志的讲话旗帜
鲜明地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不
甘心马上低头。6月15日，彼时
分管宣传工作的一名中央领导
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
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针对《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
文，他指责《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党性
不强，把关不严。在讲话中一再
点“特约评论员”的名，进行批评
指责，下达“下不为例”的禁令。

鉴于此，邓小平又采取了
行动。7 月 21 日，他找当时的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讲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过，并
对这位负责人提出，不要再“下

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
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向后拉。第二天，邓小平还
找到胡耀邦谈话，鲜明地表示
支持他推动的这场讨论。

当年8月19日，邓小平在
一次谈话中再次说道：“《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
不倒的。”

9月中旬，他又在东北三省
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进一步揭
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批
评了思想僵化现象，分清了什么
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

“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
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
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
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
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
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
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
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
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
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
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
四个字。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
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此之后，各省、市、自治
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支
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
1978年9月下旬到11月，有21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
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
话，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的局面。

这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
在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鲜明
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
个重大政治问题，并说：“目前
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
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从结果来看，思想路线是
“争”出来的。“一个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
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
党亡国。”邓小平的话，成为历
史新时期的“醒世恒言”，也是
对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作出的最好总结。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也成
为了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
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
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这也标志着党和国家翻越
了解放思想的第一座大山。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
清样。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
作者胡福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