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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未来：中国改革开放
历史进程的时空逻辑

◇辛世俊 张 颖

一、从历史来看，如何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历史成

为改革开放能否开启和顺利推进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认为，人、社会、国家都是历

史的存在。人一旦丧失了对时间的感觉，实际上也

就停止了生命。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

命的基础。失去历史记忆不仅无法到达思想的纵深

之处，而且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同样，失去时间的参

照，我们就无法表达和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清晰的历

史思维和高度的历史自觉。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具

备历史思维，把历史作为教科书，善于从历史中获取

智慧。正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明确的历史意

识、清晰的历史思维和高度的历史自觉，才保证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可以说，1978年是中国历

史发展中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承载了以

往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

设的所有成就，包括思想成就、物质成就和制度成就

等。改革既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

继承以往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历史并非易事。一个时期

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人们

对改革开放的正确认识。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习

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不能将改革开放前

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这

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

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

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开

创的，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在此基础

上，要正确认识两个时期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

果1978年我们党没有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社会

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还可能

面临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危机；二是如果没

有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

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就很难顺利推进；三是既不能

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

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

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

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

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习近平为什么强

调这些问题？是因为如果这些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

好，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我

们党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既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也

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40年中的历史联系。2013年1

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

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

章。”中国共产党的“接力赛”与西方政党的“拳击赛”

相比，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在西方走“下坡路”

的时候，中国则继续“超常规”发展，这无疑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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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重视

历史启示的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

成功的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革命、建设和改革

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以更

加宽广的视野揭示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历史联系。

二、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总是以解决现实问题

为基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解决现

实的矛盾和问题

现实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历史是过去的

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重视历史的启示，不是为

了停留在“过去时态”，而是为了进入“现在时态”。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后来的一

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在全党和全社会“转时

态”，从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时空频道”，与此同时“转

心态”“转状态”“转语态”。只有亲身经历了思想解

放运动的人，才能更加深切地领会改革开放是“第二

次革命”的真正含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由问题组成的。习

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

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

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

深化。”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呢？

从共时态来看，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一直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决定改革开放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不会变

的。譬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这些问题是贯穿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始终的；改革的总任务、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一点也是不会变的。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的基

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间的矛盾、

工业和农业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各地区发展

之间的矛盾、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交织叠

加、互相联系的。这些问题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党用总体设计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逐渐理

顺了这些纵横交错的矛盾关系。

从历时态来看，改革开放40年里，很多具体矛

盾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而出现和不断变化的，发

展前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发展后的问题、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问题等都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些问题

都是渐次出现的。譬如，以前我们关注经济建设，后

来认识到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于是提出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随着经济

的发展，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大量增加、民

生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于是我们又提出社会建

设的任务，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粗放型发展大量

消耗资源，导致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降低了

经济发展的质量，人民群众由盼温饱转为盼环保、

由求生存变为求生态，于是我们又把解决生态问题

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相应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的定语也

变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改革由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

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推进是由社会渐次凸显的矛

盾决定的。

从改革的方法来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

证法。我们党立足全局、统筹谋划、重点突破、协同

推进，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

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

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我们

正确认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发挥主观能

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

与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当前

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

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等，从纷繁复杂的事

物表象中把准改革的脉搏，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

律，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体

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

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有机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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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奥

秘在于其总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全方位研究

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面对的现实并不相同，其工作的着力点

也不相同。正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重视每个

新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才实现了党的理论的不断创

新和与时俱进，进而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三、从未来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未来

观的鲜明体现，寄托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希冀和愿景

中国共产党是有理想、有信仰的政党，其目光总

是注视着未来，始终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紧

密结合起来，不断带领人民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前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未来观的鲜明体现。

毫无疑问，它是指向未来的，寄托着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希冀和愿景。

第一，从改革的目的来看。改革开放有三大目

的，三大目的都是指向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党的建设的美好未来的。

第二，从改革的设计来看。早在20世纪80年

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发展战略，规划了中国70年的发展蓝图。历

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是按照这个宏伟蓝图来谋划、布

局的。

第三，从改革的方法来看。我们采取的是渐进

改革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及时纠正偏

差，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没有方向，没有总体设计和

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都是立足于

实然、着眼于应然提出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八个明确”和“十四

条基本方略”，每一项内容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未来

的设计。

从根本上说，未来就是理想和目标，就是希望和

愿景。从哲学视角来看，人是现实的存在，但又总是

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总是渴望把现实变为人的理

想的现实。现实是实然，理想是应然。应然意味着

把自然的人生变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人

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永远用自己的实践活动

去超越自己的现实，永远处在一个创造的过程之中，

永远处在一个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之中。

坚定正确的方向，坚守远大的理想，需要坚强的

意志。能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住各种诱

惑的考验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难

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优异成

绩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改革开放的所有

政策，都是既要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能忘记远大目

标。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使我们更加

相信未来。对未来的描述可以是宏大的叙事，但无

论怎么表述，都必须落实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只有不断增进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才会以更大的热情坚定不移地

支持改革开放。

虽然40年的时间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但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积极的存在”实现了中国

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

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原有空间的内涵，而且改变了

世界空间格局，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中国

人民以“积极的存在”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历史性变

革和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一切过去，皆为序章。历史是阶段性与连续性

的统一。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从

不停下前进的脚步。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

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

靠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

们应该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将改革开放的伟大

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简介：辛世俊，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学习论坛》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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