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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理由来纪念为中国改革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胡耀邦。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一九八

一年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开放的年代。胡耀邦与其他开明的领导者一道开创的

改革开放之风冲击着整个校园，激活了一代青年。同时，他也提出了让更多大学生入党，让年轻

知识分子给党添加新鲜血液，从人事上保证改革的深入。这一举措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献身于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chinesenewsnet.com) 

然而，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胡耀邦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直面国家罪错所作的重要贡

献。在中国经历了恶梦般的二十多年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作为主管党的意识形

态和人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在“极左”思潮仍然盛行的改革初期发起和主导了一场“知错，

认错，改错，防错”的努力。尽管他本人也是共产党一系列罪错的牺牲者，他为整个党肩负起了十

字架来求得人民的原谅。(chinesenewsnet.com)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讨论国家对错的传统，所以即使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犯了许多的过错，最多

只是轻描淡写地讲几句，而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应付式的道歉通常只是以一

种新的虚伪去掩盖过去的过错。由此观之，胡耀邦已经跳出了传统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留

下了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今天我们纪念他，也可从他的政治遗产中得到许多启迪。

(chinesenewsnet.com) 

国家罪错是一个政府或其官僚们从事的犯罪行为。它可以是对国家自身制定的宪法、刑法及其他

法律的违反，可以是对国际公约和人权法规的践踏，也可以是对人类普视价值的破坏和藐视，由

此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恶果和侵害。它既包括政府及其官员的罪错，也可以是他们不作为造成的

不良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中犯下了无数的国家罪错。有些在中国近现代史甚

至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宋永毅主编的

《文革大屠杀》，STEPHANE COURTOIS 等人主编的英文着作《共产主义黑皮书》都记录了文革中

的罪恶，恐怖和镇压。(chinesenewsnet.com) 

从国家罪错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多年，基本上可以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从一九五六

年至一九七六年是国家罪错严重泛滥的时期。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是中国共产党纠正自己

罪错最有成效的时期。当然，在“民主墙事件”和“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又有新的最错过失。由于胡

耀邦的所作所为，这两件事件都及时被阻止了，未能发展成更深的灾难。从一九八九年至今是一

个新的阶段：此间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取得了许多惊人惊世的进步，但中国政府的一些作为和失职

也酿就了许多新的国家罪错。一九八九年暴力镇压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大肆

围剿，以及无数的局部的国家暴政都是例证。不幸的是，某些领导人不允许人们讨论反思这些过

错，而是将错就错，从而造成了更深的历史死结，妨碍了中国走向真正的富强和民主。

(chinesenewsnet.com) 



 

戴煌先生所着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录了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贡献。该书的每章每

节都反映出一位诚实正直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政治责任心。(chinesenewsnet.com) 

首先，知错需要有反省意识。傲慢的执政者是不会有反省意识的。执政者最大的傲慢是坚持认为

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不需人民选举的认可，因而也是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这样傲慢的执政者极容

易犯错又难以纠错。对此，胡耀邦希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从挫折和错误中汲取教训，“善于倾听实

践的呼声，及时猛醒，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的

一切阴暗面。”他还说，“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经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

否认比那些错误本生更不可原谅”。(chinesenewsnet.com) 

其次，认错需要有求真勇气。真理是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的。一旦实践，历史发展和

人民利益确认了某一真理，我们就因该跟随它和实现它。然而这一过程却可能会触及他人的利

益，也可能会触及自己的利益。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就碰到了重重困难。他

的名言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就是难能可贵的求真勇气。第三，改错需要有人文关

怀。胡耀邦纠正的冤狱包括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后两段历史时期，涉及几百万案子，牵涉千万家

庭，波及上亿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小案件，他不满助于成绩是主要的，因此可以容忍少量失

误；他也不满足于大多数冤狱得到了解决，因此可以忽略涉及小人物的少数冤案。正是他执着的

彻底纠正每一个冤案的人文关怀使得八十年代民心振奋，人道主义复萌。在他去职后接近生命末

期时，胡耀邦对张扬──一个他解救的作家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在胡耀邦看

来，“做人”比“做官做事”更为重要。一个党，一个体制可以不让你做官，也可以不让你做事，但它

没法阻止我们做人和维护做人的尊严。选择做好人，选择人的尊严，自然就会选择人文关怀。

(chinesenewsnet.com) 

最后，防错需要有政治远见。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想法。政策上，他提出了

有名的“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方式上，他倡导“两宽”政

策：宽松和宽容。制度上，他提出了法治建设。他曾说，“我们党内向党外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

事时有发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办？靠上面发

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还无

法超越自身意识形态框框的束缚，因而也无法想见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

他的设想和做法已经超出了他的同志和继任者的水平。(chinesenewsnet.com) 

今天中国任上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多少受惠于胡耀邦的三大政策：思想解放大讨论，平反冤假错

案，和吸纳青年知识分子入党。中国的执政者在纪念胡耀邦之际自有自己的功利目的。但他们不

应忘记胡耀邦直面国家罪错的勇气。他的纠错，改错和防错的政治遗产对胡温新班子正确处理历

史问题和选择未来政治发展方向都有宝贵意义。(chinesenewsnet.com) 

（作者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副教授）(chinesenewsnet.com) 

 

 

 



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提供） 

  本文选自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主编的《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

胡耀邦含冤去世十七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纪念文集共收录了七十余篇文章。作者中

有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前任高干、知名人士，有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有当年悼念胡耀邦而

引发八九民运的天安门一代的代表，还有一些本来最有资格评论胡耀邦却被大陆官方拒之门外的

人们。作者以亲身经历缅怀往事，记述胡耀邦的人格风范，论述胡耀邦的思想贡献和历史地位，

探讨胡耀邦的政治困境和心灵挣扎以及究竟什么才是胡耀邦精神，纪念胡耀邦又要纪念什么。这

本纪念文集，并不仅仅在于给胡耀邦正名，还他一个公道，而是期望以此为契机，重新启动已经

停滞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用耀邦的精神来纪念耀邦，完成他未竟的

心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