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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

建国后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被誉为是

我党建国后历史上伟大转折的开始。这次全会事

实上存在着预备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本身这

么前后两个会议。无论是哪个会议，都把认识和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抓，是会议

要解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问题，笔者已另文有

述。本文拟重点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正确认

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条件，望方家笑正。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承继

党的传统，是党生存和发展本身的要求，是重大历史运

动、历史事件之后最一般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工作。

历史问题，无时不存，无处不在。因此，认识和

处理历史问题是任何事物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

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

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懂得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

并按规律办事。从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来看，认识

和处理历史问题是一切事物生存和发展都应该要

重视和解决的基础而重要的问题。正是如此，中国

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懂得认识和解决党自身存在

的历史问题，有着这个方面的优良传统。1945年党

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就是典型例证。该《决议》总结了我党建党以来

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

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

和思想根源，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

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

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伟大意义。形成了马列

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

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

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

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并为着中国人民“获得抗日战争

的彻底胜利”和“完全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1]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并对历史问题

进行正确认识和处理，这是我党继续坚持认识和处

理自身历史问题这个优良传统的要求，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

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的历史运

动、重大的历史事件过后，由于它本身对人们对历

史的那种巨大震撼，不得不引人沉思，不得不引人

深思。这份思考必然促使人们去认识清楚历史问

题、解决好历史问题，并进而帮助现实和未来更好

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

要转折，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它是中共在1949

年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大事，包括像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之后召开的。这样的、一

个一个的运动给人的震撼那是无法言表的，尤其像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左”运动一旦结束，紧跟之

后的肯定就是人们的沉思、民族的沉思、各种各样

社会力量的沉思，人们的深思、民族的深思、各种各

样社会力量的深思，那积压在人们胸中的久久的未

解之困实在难以承受了，人们要呐喊了，人们要疯

了，那整个世界都要爆炸了……最后迎来的必然是

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人们身躯的大舒展，整个世界

的大变化。而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正是这一切良

好变化的开始。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

题，是承继党的传统，是党生存和发展本身的要求，

是重大历史运动、历史事件之后最一般也是最重要

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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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解

放思想的需要”、“安定团结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实

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

从理性上分析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和处理

历史问题是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要求。从现实需

要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现实

发展的需要。因为当时的现实需要就是要实现党

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解放思想，就要

实现安定团结。

所谓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

要”，就是讲要解放思想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和处

理历史问题。解放思想是个好东西，历史的发展需

要解放思想，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建设需要解放思想。而一个人，一个政党，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思想解不解放？对待和处理历

史问题是一个认识和检测的重要尺度和砝码。历

史问题是既存事实，如何对待，如何处理，众目睽

睽。人们是相信事实的。如果口口声声说解放思

想，但面对历史问题则推诿、搪塞、敷衍。对的不敢

坚持，错的不去纠正，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句空话。

所谓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安定团结的需

要”，就是讲要实现安定团结必须要认识和处理好

历史问题。安定团结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安

定团结的实现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认识和处理好历史问题。因为历史问题是已

经存在的、有一定影响的甚至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实

问题。如果不处理或者不能正确处理，都会是人们

的一个“心病”。当事人烦闷，旁观者痛心，那肯定

影响安定团结，安定团结就不能实现。如果能够认

识和处理好，人们就会心情舒畅，相信政府，相信

党，彼此信任，安定团结自然就实现了。“团结就是

力量”，“人心齐泰山移”。有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

面，什么事情还干不成功呢？党的工作重心的转

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就有了重要的基础。

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实现解放思想的需要，

是实现安定团结的需要，其实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党

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需要，即是为了实现“抓纲

治国”的需要，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所谓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实现党的工作

重心战略转移的需要，就是邓小平同志曾讲的处理

历史问题“为的是向前看”，[2]就是认识和处理历史

问题必须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服务，必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和党的事业发展的战略目

标要求一致。要胸怀未来，胸怀全局，向前看，不要

为解决历史问题而解决历史问题，更不要以解决历

史问题为由打击报复，搞所谓的“清算历史旧帐”，

忘记了党的历史使命。

以上三个方面，核心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其余两个方面都是

为它服务的。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实现了解放思

想，目的就是确立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解放思想，就是要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抓发展和搞建设。而认识

和处理历史问题实现了安定团结，目的就是确立党

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

略目标的稳定环境和条件。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

大好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而当时这两个问题都是现实生活、工作中很严重的

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而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个关

键。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已

经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把判别是非的标准搞乱

了和搞颠倒了，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等历

史问题。因此，认识和处理好历史问题就是要实现

解放思想、实现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关节点，由此

可见它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关键。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以陈

云、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辛勤努

力的结果。

由上可知，从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从党的战

略发展要求来看，都需要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这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客观

条件。众所周知，认识和处理一个问题，光有客观

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主观因素。而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实际的、真实的行动，正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党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主观条件。这些

革命家很多，有叶剑英[3]、邓小平、陈云、胡乔木、胡

耀邦[4]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云和邓小平。

陈云是我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是我党认

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行家里手。他曾任党的组织

部长，成功地处理过不少的党内历史问题。他在十

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指出：实现现代化是党和全

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

关心的大事。他还意味深长地讲：“干部和群众对

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言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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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团结能不能实现？主要看我们能不能认识和

处理历史问题。他讲：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

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

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就要进行正确的认识和

处理。他重点列举了薄一波、陶铸、彭德怀和“文

革”被错定为叛徒的干部等人的冤假错案问题、天安

门事件问题，还有康生的罪行等六个方面问题。[5]

同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上，邓小平同

志曾作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重要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

业的第一个宣言书，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

题报告。这个讲话中关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有着系统、完整的阐述。对历史问题认识和处理的

指导思想、原则、态度和意义都有重要的论述。邓

小平明确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方

针和原则。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

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

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

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

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变。”他说，我们的原则

是“有错必纠”。态度和办法是“宜粗不宜细”。他

认为，对过去遗留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

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

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6]

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和讲话很重要，直中

要害，即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

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

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变。他们的发言和讲话

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热烈响应。各个

组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和农业问题时，都纷纷

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左’倾错误，抓紧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7]正是这样，从而使得会议

原定为讨论经济工作的议题发生了改变，会议变成

了一个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的拨乱反正的会议。

虽然上述这些内容是陈云、邓小平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预备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讲

话，但是熟知这段历史的都知道，这个预备会实际

上是全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正是由于

有了预备会的这些成绩，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成功召开，也才有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和处理

历史问题的那些科学思想内容。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以邓小平、陈云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重重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和艰辛的努力，才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成功地提出

并对建国以后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正确的认识

和处理，解决好了历史问题，也才赢得了实现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熟条件和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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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Exploration of the Conditions to Realize and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1th NC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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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to correctly realize and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1th NCCPC，namely，that our Party could correctly realize and
deal with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1th NCCPC is because our Party had inherited the
exellent traditon，and what she did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the times and the Party’s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older revolutionists generation’s har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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