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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军队农场锻炼，做过工人，历任中国历史博物

馆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等职。2008年至今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近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

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以下摘编的是胡德平对父亲胡耀邦的回忆片段及书中的章节，以回顾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和生活往事。

1981年4月，父亲曾经从泰山的十八

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

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

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

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

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

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

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

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

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

在后一辈人身上。

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他就这

么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

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

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

很可能干得不好，为什么？我们这届领

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

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

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经济问题上，用父亲的话来说，就

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

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父亲说

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

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

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

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

《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

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

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

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

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

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

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

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

他 1975 年的很多讲话都

已经表明了这点。

另外，父亲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

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

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

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必须有。

论改革 和中国人民一起过渡

父亲主张全民“共产”国有资源，“共

产”劳动对象。他是否主张贫富之间也

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共产”呢？非也！

他是坚决否定这一政策的。他主张利用

地下资源，兴办企业，又反对平均主义，

那么是否会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

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呢？他对此问题也有

自己的分析。

1949年以后，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

但却加重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

间的等级色彩。“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

恒为农”。所以我国的贫富问题，既有生

产力的发展、物质丰富的问题，也有政治

问题和体制问题。这是我国二元化对立

的经济结构上的必然反映。

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的精神

面貌、生活水平大大改观。农村中自给

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一去不复

返了。这使我国有更强大的物力、财力

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今，彻底消灭

贫困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出现，如北欧

几国。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大大超过日

本、西欧诸国，应警钟长鸣，不能长期如

此。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一定要把

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

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

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

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

的出发点。

贫富悬殊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

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父

亲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

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

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

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

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

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

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

来因为父亲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

飞机接来了。接父亲来北京的时候，我

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

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

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

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

给你1000美金？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

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

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

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

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

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

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

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

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

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

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

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

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

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

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

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

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

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

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

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

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

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谈家庭 父亲说我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一封家书

耀邦对家人表达的信念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

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

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

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他先从不久

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遵化县机

械化的报道谈起，接着娓娓谈到资

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历史，斯大林、赫

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农业，最

后他讲述了他对我国农业今后发展

的设想。

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做

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

话做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

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

求：“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

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

能不动心吗？！”他对农业的考察和

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

村改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

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

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

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

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

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

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

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

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

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

地叫了一声。他看我一眼，很快转

头面向外婆，一板一眼地说道：“我

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

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星报综合

1978年 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

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

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

日报》公开发表。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

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

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当时的心

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

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

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

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

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

父亲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

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

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其

实，父亲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

落到他的头上。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

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

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

虑，在观望。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见

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

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

我们再写一篇。”一个多月后，“再写一

篇”文章的诺言兑现。6月30日，文章在

《理论动态》第 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真理标准 历史的合力怎样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