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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和讨论总是能引起

人们的广泛兴趣。近来笔者读到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和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

集》。《文集》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有诸多的讲

话和讨论。笔者以为学习、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

今天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应该是有意

义的。因此，笔者权作拙文，以求教同仁。

一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是1949年11月到1952

年7月，这个期间他的社会主义观主要体现在下面

四点：

第一，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目

标。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理想不是马克思最早

创建的，人类追求这个社会理想的历史已经是很长

了。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历史的基

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根据历史发展规律，

把它发展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中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这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理想。中国共产

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而建立起来的政党，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就是我党的

理想目标。邓小平是我党一位优秀的老党员，他不

可能忘记这个理想，所以他反复谈到这一点并努力

为之奋斗。他曾表示他们干革命之所以有信心，其

中就是因为“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笔者）理想和社

会主义的目标”。

第二，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富裕的工业国。在他

主政西南期间，一方面他要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

给的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完成祖国大陆的最后统一

事业，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响应党的号召从事新民主

主义国家社会的建设，并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和广大

人民群众要努力的把落后的贫穷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带到先进的富裕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去。他曾经

讲，“我们要向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由农业国

到工业国，由落后到先进，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

义，如苏联所走过的一样。”[1]P358农业国-落后-新民

主主义，工业国-先进-社会主义，这样的链接完全

可以看出邓小平心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即社会主

义社会就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这样的富裕，少数民

族地区也不例外，那样才叫“搞社会主义”。他说：

“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发展交通，只有发展交通，

才能使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达起来，不然，将来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那些地方还那样落后怎么能行

呢？”[1]P547足见，他心中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有的特

征是富裕。无论何地何时何人都是富裕的。国家

是富裕的国家，社会是富裕的社会，人民是富裕的

人民。正是如此，他才兴奋地指出社会主义“那个

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1]P392

第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消

灭但不同的阶层仍存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资

产阶级是个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剥削社

会，这样的阶级、这样的社会该不该消灭、该不该推

翻呢？该！如此的话，那么，为之服务的一切私营

经济或私人资本也就应该消灭了？肯定！尽管简

单地这样理解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历史上的人们就

是这样简单地理解并残酷地做了，从而造成了诸多

的遗憾！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个例外，这一点邓小平作了

说明。他曾经针对私人资本而自问自答地指出：

“‘你们要实行社会主义。’是的，……（但）并不因

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

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

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

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

“那么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私人资本不是完

蛋了么？’是的，到那个时候，私人资本是要收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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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什么方法收归国有，则要看那个时候的各种

条件而决定。至于资本家个人，那个时候也不会打

倒。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

献，其中有能力的人，更不愁没有事情做。你现在

管一个厂，那时可能请你管许多厂。只要有本事，

汽车也还是有座的，所以用不着发愁。不要怕发

展，你今天事业的正当发展，就是对社会作了更多

的贡献，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是增加了你的

罪状，相反地还要在功劳薄上多记上一功，试问还

有什么顾虑的必要呢？”[1]P81这里邓小平讲到了私人

资本要“完蛋”，要“收归国有”，正当的私营资本、

私营经济并不会被取消，而资本家个人在实现社会

主义以后也不会被打倒，他们已经被改造了，“资产

阶级没有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

（这里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社

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作为

一个历史现象在中国已经消失了。这就是邓小平

心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一个没有阶级

存在的社会。但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

“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些阶层中“绝大部分是我

们的朋友，还有极小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

所以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要“团结朋友，孤立和

打击敌人”[1]P350，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

政，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第四，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的温暖互助

的友好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已经有苏

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了，过去尤其是中苏论战

开始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的温

暖互助的大家庭，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我们日常称社会主义国家为兄弟国家。众

所周知，“兄弟”一词在中国人心中的那种亲情文化

里的分量，苏联常被我们叫“老大哥！”兄弟姊妹一

家人，那是多么的快乐、温暖和温馨啊！是时，邓小

平讲话和文稿中，字里行间，处处让我们感受到这

份宝贵的亲情。他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终究是帝

国主义，只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的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站起来呢？还是

又倒下去？不愿再倒下去，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只

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和各新民主义国家朋友那里想

办法，绝不能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1]P77他曾经号召

我们“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谈到克服困难的条

件时他又强调地指出：社会主义苏联和各个新民主

义国家“它们已经给了并将继续给予我们以热情友

谊的援助，这种援助无疑地将大大缩短我们建设的

过程。”[1]P79他的那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恋之情，已

是无需多言了。社会主义，那是多么好一个温暖的

大家庭呀！

二 学习与思考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的上述认识，让人思绪万

千，感慨不已！

第一，邓小平的这些认识是当时国际国内历史

时代背景的反映。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邓小

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西南，是时，

国内外形势非常复杂。从国内来看，虽然新中国已

经成立，我们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新民主主义社

会建设上来，但是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蒋介石

和顽固的旧势力还很复杂，祖国大西南还没有完全

解放，邓小平主政西南就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

号召，完成大西南的全面解放和建设大业。同时，

国际上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局面，世界政治

如火如荼。可以说，邓小平上述思考和实践正是面

对国内外形势，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思考和

实践。

第二，邓小平的这些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社会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

是什么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有结论。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是消

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公共所有的社会，是商品货

币不复存在、生产计划调节的社会，是个人消费品

按劳分配的社会，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是消灭

剥削、阶级和阶级统治，国家逐步消亡的社会，是人

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等等。总之，社会主义社

会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是共产

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多年来，人们就是按照这样

的目标去为实现理想而革命和奋斗的。梳理出上

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观点，我们不难发

现他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

主义观是完全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普遍

地认为社会主义是富裕社会，是无阶级社会，是比

资本主义快乐的、幸福的、优越的社会等等。

第三，邓小平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实践中的

社会主义理想的反思和憧憬。邓小平上述所表达

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目

标，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消灭

但不同的阶层仍存的社会，是一个全球的温暖互助

的友好大家庭。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就是在

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他思考并

大讲特讲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宣传

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另一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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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可以说他是在总结革命历史、观察社会主义的

实践现实，进一步提升自己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认

识。他的这些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

主义观的发展。他的这些发展在后来的社会主义

改造和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就更加成

熟和完善，并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

发展成为完整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指导着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指导着我

国的复兴大业一步步变成现实。

第四，邓小平的这些认识让我们对历史上社会

主义大家庭似的国际主义精神十分怀念和向往。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谈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

的支持和帮助，体现出的那份依恋之情，正是马克

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应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反映

和体现。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演讲指出：“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

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国家的一切工

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

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2]P180历史上，社

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人人皆兄弟”的，是全

世界无产者可以“联合起来”的。国际团结是一种

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行动！读一读那些文字，看一

看那些历史，仿佛全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他的代表

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正微笑着向

我们走来，多么甜蜜啊，还有什么词可以把那种快

乐的感觉细致入微地描写下来呢？面对今天的世

界我们不免会产生淡淡的忧思，因为我们感觉到这

种宝贵的国际主义精神似乎快成为历史了。国际

共运史中的国际主义精神，自从社会主义苏联变修

以后似乎就开始淡了，而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以后似乎就差不多没有了。现在全世界的社会主

义都依着自己的国情正在从事着各具特色的社会

主义事业。笔者在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们、

马克思主义者们还会走到一起来吗？历史上是有

过很多错误的，如果因为错误而把宝贵的东西也一

起丢了，那该是多么的遗憾啊！

第五，学习邓小平的这些认识对于我们深刻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事教学和研究大有好

处。可能有人会认为现在来学习和认识这些东西似

乎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是笔者却要说我们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我们有义务把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之历史脉络梳理清楚，从

其历史轨迹中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理

论，更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他们的思想理论，然后

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并教育好我们的学生，为学生成

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事业的有用人才服

务。比如，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是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才思考和认识的，

只要我们留心上面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

他早在主政西南时期就在思考了并且实践了。也因

此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早期思想影子，体会到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题思想的最初思考和探

索。这段讨论对我们教育学生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一个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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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g Xiao-ping’s ideas on socialism during his management of Southeast China are rich in
contents，which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Socialism is an ideal，a rich society，a people’s democratic
nation of the proletariat，a big warm family and so on. These recognitions are significant for us to further make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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