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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领导方式与艺术赏析 

——基于辩证思维方式视角 

肖子瑛 

（湖南大学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要进行正确的决策，决策者有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混沌中

的中国，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思想有许多独到之处，蕴含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他思想中最

突出也是最精彩的特征。邓小平不但在思考问题时遵循系统性、对立统一性、创新性原则，在理论和实践

活动中，也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的思维特色。本文就其领导方式中的独特

的哲学思维方式，主要是辩证思维方式进行具体的说明与解析。笔者试图从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结合思

维、和谐思维、创新思维、逆向思维这六个具体的思维方式出发，结合邓小平治国理政的一些具体实例，

来研究邓小平理论中让人惊叹的决策艺术，并希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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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谈到领导方式，主要就是指领导主体在领导活动中，对于自己所领导的集体及所处的环

境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并能够为组织指定合理的长短期目标，对集体内部各项资源的合理

调配，运用各项手段、方法、措施保证整个组织目标的一致性和有效实现。一般来说好的领

导方式要求包括，明确的目标性、尊重客观环境、灵活与动态性、具体可实施性。
1
建国以

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对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中的所花费的心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整体来看，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对于领导哲学思维的

建设，始终不变地在领导决策活动中贯穿着辩证法思想，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高度重视对前人经验教训的继承、去伪存真和不断创新，倡导领

导者要注意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入手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充分体现了历届领导者始

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俯首聆听、博采众长，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创造性地建

设发展了我们当代领导方式与领导艺术，进而不断丰富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说到历届的领导集体建设新中国的努力与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断

针对革命的得失，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绝非生搬硬套；而是

理论与新的现实发展创造的结合。这样促使了马克思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第一次伟大结合，促

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当谈论到十年浩劫时，可以说就是思想僵

化的恶果。十年“文革”对建设新中国事业的破坏性是不可估量的。政治上的是非颠倒、经

济上的裹足不前和文化上的极度偏执，使刚刚成立亟待建设的经济文化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

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可以说，建设新中国的脚步由于“文革”而受阻甚至是中断。直到

1976年 10月，中国才终于结束了“十年梦魔”般的噩梦，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面

对迷茫无助的人民群众、百废待兴的经济形势、躁动不安的社会局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

的第二代领导人必须在人民的期盼中勇敢地挑起历史的重任，通过“拨乱反正”，纠正了毛

泽东同志晚年在哲学上的某些错误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设性的理论观点。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从

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所有工作的前提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于是党的

                                                        
1 张生，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D]，东北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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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思维逻辑出发，不

断深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运用其高超的辩证法思维

方式提出了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辩证思维方式基本内涵 

辩证思维方式是人类对这个世界、对新事物的认识的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刻的发展过

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在思维领域中的运用展现了人类辩证思维所具有的完整、科

学形态，从而能够正确的利于我们理解辩证思维方法实质。辩证思维方法事实上就是人们正

确认识世界的方法、凭借的中介物，人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矛盾的观念去认识事

物、了解事物、处理事务，人们正确地进行理论思维的一种方法。它是由一系列方法所组成

的有机整体，包含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

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结合思维、和谐思维、创新思维、逆向思维这六个具体的思维方式。 

（1）系统思维。这个思维的科学依据就是事物本身都具有的系统性特质，它倡导考虑

事物应该从系统的角度，从事物整体出发，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与环境、整体与局部、整体与

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从而才能够对事物有多角度、多重点、多方位的全面认识，

最终追求整体最优化的效益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2）战略思维。是指对于社会发展的远期

抉择与宏观谋划，旨在追求长远生存与保障整体利益。具体来说，就是思维主体对于关系到

事物各方的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分析、综合、预见、判断，进而做出

抉择，以期最终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的哲学思维过程。战略思维涉及的对象繁多，一般针对

较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或人与自然这样的复合系统以及这些系统内部复杂的过程、

所需的能力等等问题。（3）结合思维。是指因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特性而产生的矛盾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具有

差别的，同一事物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的矛盾也是不同的。这样多样化、丰富化的矛盾，

是造成了事物多样化的根本性原因。如果在处理事务时不能够很好的运用结合思维方式，则

有陷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险的可能。（4）和谐思维。从和谐的维度或视阈去仔细观察

对象，以和谐为大原则和价值取向，在保证多样性，差异性及矛盾冲突不会本质改变的前提

下，强调注意和其对立面的共存、协调、发展，双方合作共同来推动事物发展的哲学思维方

式。（5）创新思维。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这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规律。事物是

不停进行发展变化的，基于这样的视角，旧的办法可能一开始会有效，但长期积累下来难免

变得难以有效解决现有的、新出现的局面，这就迫切需要新的更完善的事物出现。这时一种

是具有打破常规性，具有突破性、超越性，强调不拘泥于非线性思维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

（6）逆向思维。是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定论说“不”，推崇“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

方式。敢于反其道而“思”之，主动地、有意识地推动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发展，从问题的

反方面、新角度深入地进行思索，力求树立新思想，创立新形象。人们习惯于沿着事物发展

的正方向去思考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其实，对于某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问题，从结论

往回推，倒过来思考，从“求解”回到“已知”，反过去想或许会使问题有新的突破。 

接下来，本文就将从这六种思维方式的角度入手研究认识邓小平思维的基本特征，这对

于我们认真全面认识邓小平辩证思维及当今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从辩证思维角度赏析邓小平的领导方式与艺术 

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大师，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邓

小平辩证思维的根本指导原则，他将辩证法思维灵活地运用于他的各项决策理论中。邓小平

同志还极力把辩证思想方式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勇于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

义。例如，在认识“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他认为既要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排斥性，又认真

地看到两者的共存性、渗透性、有条件的可转换性和互补性。下面本文就从辩证法思维方式

的角度入手，就邓小平同志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从他本人角度出发所体现出

来的领导方法与艺术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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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思维的体现。邓小平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发扬了毛泽东的“两点论”，揭示了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的辩证关系，指导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主题之下，

创造性地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同时，邓小平又非常注意 “两点论”

与“均衡论”的联系。要根据实际情况，注意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情况和条件，强调

“两手抓”也应有主次、轻重和缓急之分。在战略上，必须强调“两手抓”是基础思想和原

则，并且为了防止因突出“一手”而失衡；在战术上，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突出重点对象，围

绕重点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做到全面兼顾又不失重点。这就是一种用“系统论”的全面与重

点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2）战略思维的体现。邓小平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经济建设这一具体

实际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适合中国的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提出了一

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战略高度的方案。从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生产力

这一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在这一新

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他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适时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生产力，加紧实现“四化”，这可以说不仅是最根本的拨乱

反正，而且是最关键的挽救中国的战略决策。之所以说是最关键的决策，是因为 在当时的

历史关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事实上直接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因

此，我们党在新一届领导人的谋划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始终贯彻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这条

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这一决定为早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结合思维的体现。邓小平运用结合思维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认

为“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和运作机制进行了分解，认为市场经济不

是天然地和资本主义直接相联系的；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来说，“市场经济”这种

形式是一种共性、普遍性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社会制度的个性、特殊性。

依据矛盾论的观点可知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主要是矛盾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既然市场

与计划都能够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不同的方法手段，属于“普遍性”、“共性”，那么它们就不

是决定这个社会姓“资”姓“社”的本质问题。它们只有在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

制度这种具体的“特殊性”、“个性”相结合后，才具有了不同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样的

观点是没有哲学根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4）和谐思维的体现。这个思维方式促进了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策略的诞生。针对我

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特征，从改革面临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我国复杂的国

情来看，长期封闭、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各地区经济发展却又

极度不平衡；如果一味的搞整体大改革，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引发难以估计的社会

剧变。为了平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又快速的重振社会经济，我们需要的是有计

划、分步骤的改革策略，绝对不可急于求成，我们需要的是循序渐进，需要的是分清轻重缓

急，有秩序、有重点的步步为营式的进行改革工作的推进。先易后难、缓慢过渡、之后再逐

渐深入以求整体的改革大业的实现，努力为稳妥地进行全社会的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

为了实现整个社会全面深化的改革，促使社会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能提升，

考虑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只有将经济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再进一步推进配套

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文化改革，这样分步骤、有秩序的改革才是根本之道。 

（5）创新思维的体现。这表现在关于“一国两制”问题。“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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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国家内部，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并且长期维持这

样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从来没有进行过的实践，邓

小平同志却从历史现实考虑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无疑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上的新创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新创举。纵观历史，在许多国际、国内

的纷争中，虽然也有和平解决的先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都是采取非和平甚至是暴

力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之下，这种非和平的方式已经越来越成

为不理智、不可取的方式，这种只考虑当事者一方利益，不考虑其他各方的意见和利益，无

助于形成一致的意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案，是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经过

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直面和理智地分析现有争端的成因、现状和趋势，再考虑争端各方

的利益和要求，寻找到的各方利益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和平地解决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而且有利于和平解决各种复杂的国际争端。 

（6）逆向思维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要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虽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就我国当时全面发展经济的困难性与提升人

民生活水平这一课题的长期性考虑，邓小平创造性的从反方向思考，将传统习惯思路颠倒过

来，转换视角，不是一味追求全国同时性的发展，不是开始同一水平的推进新中国的建设，

而是能够从我国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意识到“共同富裕”绝不是简单的“同步

富裕”。因此，为了达到共同富裕，要意识到需要有这样一种过程，应该有意识地鼓励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带动其他人、其它地区摆脱贫困，最终走

向共同富裕。于是邓小平提出了“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梯度型的建设计划。 

四、结语 

邓小平的理论政策，就是灵活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结合思维、和谐思维、创新思

维、逆向思维等哲学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最好的实例，这鲜明地体现了

邓小平式的辩证法领导思想的特点。邓小平改革思想运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今社会，也是

有重大现实意义的:1、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我们目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就

是对邓小平理论政策的辩证的继承。改革发展到了今天已然进入了深水区，步入了攻坚阶段，

在这样条件下更要注意探讨邓小平理论蕴含的哲学思想，探讨他的思维模式，为指导今天的

工作焕发新的活力。2、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法制中国的铺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

系的建立。经过“文革”动乱的十年，邓小平积极加强对全党全国的科学法治、加强了“民

主”和“法制”建设、着力推动二者平衡、稳步地发展。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要求依法治国的今天，邓小平的“两点论”、“均衡论”的观点也依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有利于今天对思想建设、思想价值观的转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诚信”、

“友善”这样的主题词是倡导当今社会避免功利主义过重、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在全面改革

的今天，和谐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理论中的稳定高于一切的思想和稳扎稳打的工作

步骤都是我们值得深思之处，这些都可以潜移默化的除去人们的戾气，使人们从内心塑造和

谐的氛围。 

邓小平，这位举世公认的卓越人才，以其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谋略，成功地领导了中国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上的伟大领袖。他唯

实不唯书、唯真不唯上；他敢说前人未说过的话，也敢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更敢做别人所未

做甚至不敢做的事；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成果，不满足于现成的定论；他不怕风险，勇

于探索，开拓创新，最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结合，创立了邓小平

理论。归根结底来说，辨证思维就是邓小平精湛的领导理论的核心取向，是他领导艺术的灵

魂。邓小平思想是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总结出来的优秀理论，他的辩证思维方式，

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在全中国努力实现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当下，都让我们为之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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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s leadership style and appreciation 

——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perspective 

Xiao Zi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correct decision, the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for policy makers. At that time there are many confusions in China, Deng Xiaoping's 

decision-making is very unique. The highlight of his prominent thoughts of characteristics is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which is conceived in a series of major decisions. Deng Xiaoping not only 

think systematically and innovatively, he also use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 in making decision. He 

also apply the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perspectiv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his theory 

always reflect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I pretend to describe the 

unique way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his leadership style, particularly,the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Deng Xiaoping's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how amazing these six concrete 

ways of thinking are. The system thinking, strategic thinking, recombination thinking, 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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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reverse thinking combined with some Deng Xiaoping's governing specific 

examples, hope to play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oday's politic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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