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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研究

“南方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的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及其启示

———以 《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

刘 锋
(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加强治理整顿和理论创新中深化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展，是

贯穿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逻辑主线。《人民日报》这一主流媒体着重从政

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等层面反映与建构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其中，道路选择方面，狠批资产

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建设层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干部的

选拔任用和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市场化的改革

取向逐渐确立; 发展环境方面，保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能变，强调中国稳定的重要性。这就启发

了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

革，坚持中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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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机关报，其社论、专栏、本报评论员文章等，

成为中 国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的 集 中 反 映。本 文 以

1989 至 1992 年 《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对

“南方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

变迁进行历史透视，旨在推动学界深入认识党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界的演变进

程，以及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必要性，也为加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个可

能的崭新视野。
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与社会变

迁的态势概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更新了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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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

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等。这就

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定下了基调，也为破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题提供了组织保证。由此，

在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

下，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异常激烈的

思想交锋，打破复杂的利益藩篱，比较稳定地进

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

同年 3 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完全赞成邓小平

的系列讲话，并成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的主旨内

容。党的十四大以后，神州大地迎来新一轮的改

革浪潮。总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治环

境、经济形势、思想文化领域等层面异常复杂，

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承

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第一，中国改革处于由整顿、徘徊，再到复

苏的特殊时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政治

格局的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势不可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东泛滥，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受

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所困扰，中国共产党面临能否

长期执政考验等问题。
第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演变

的总体轨迹基本上由通货膨胀到市场疲软，再到

逐渐回升。从 1989 至 1991 年我国通过治理整顿

和思想理论创新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为中国更好

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 1992 年邓小平发

表南方谈话，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贯穿这

四年的逻辑主线是在加强治理整顿和理论创新中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使中国沿着市场化改革

的方向发展。
第三，思想界围绕 “中国向何处去”不断

交锋。当时中国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主要是马克

思主义是否过时了、社会主义是不是不行了、中

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改革开放会不会导致

“资本主义复辟”，也面临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残

余势力的渗透影响。对此，邓小平发表南方谈

话，廓清了束缚改革发展的思想理论障碍，形成

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为中国改革的顺利推

进扫清了阴霾。
二、《人民日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总

体反映

从 1989 至 1992 年《人民日报》审视中国主

流意识形态的演变情况，在考察中以 《人民日

报》的社论为主，也兼顾到专栏、本报评论员

文章等其他重要文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

反映。
( 一) 《人民日报》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1． 政治类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政治类社论所反映的问题涉及党的建设、政

权与政策、会议与节日庆典、港澳台问题等。具

体情况见表 1。
表 1 1989 － 1992 年《人民日报》政治类社论的

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 党的建设 政权与政策 会议与节日庆典 港澳台问题 其他

篇数 14 31 38 1 4

总计 ( 篇) 88

从上表可以看出，1989 至 1992 年 《人民日

报》政治类社论中，主要是以会议和节日庆典

类为主，共 38 篇，占了总数的 43%，凸显这三

年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将党的

意志和主张表达出来，使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会议

精神，以凝聚改革共识。同时，关于政权和政策

类的社论共 31 篇，占了总数的 35%，相对较

多。这反映了这三年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化改革和

稳定政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决策，

通过社论的方式，提升相关政策的影响力。最

后，我们党就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化建设中思想

政治工作出现的失误进行深刻反思，明确了加强

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所以，这三年关于党的建设

的社论有 14 篇，占了总数的 16%。
该时期政治类社论主要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

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保持中国大局和相关政策稳定、加强党的

建设、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会议精

神等。而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国家稳定，促进政

治文明建设是该时期的主流思想之一。
2． 经济类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经济类社论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经济政

策、人口问题、“三农”问题、企业改革与发展

问题等。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1989 － 1992 年《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的

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 经济政策 人口问题 “三农”问题 企业改革与发展 其他

篇数 24 5 7 7 3

总计 ( 篇) 46

这一时期 《人民日报》的经济类社论中，

主要是以经济政策为主，共 24 篇，占了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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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主要是由于 1989 至 1992 年中国经济发展

处于一个特殊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成为经

济政策的焦点。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

时，非常注重控制人口的增长问题，提出 “坚

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人口控制，决不可只

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1〕。
同时，以企业的体制改革与效益增长为切入点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建设小康社会，走出经济

徘徊、困难局面，该时期特别重视农业的基础地

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
具体来讲，这一时期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包

括清理整顿公司、加强治理整顿、控制人口增

长、重视农业农村发展、组织科技攻关、推动乡

镇企业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等。制定多个关于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条例或决定，都旨在加强治理整顿

的过程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使中国朝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展。
3． 文化类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文化类社论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历史文

化、时代楷模、精神文明建设、体育事业等。具

体情况见表 3。
表 3 1989 － 1992 年《人民日报》文化类社论的

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 历史文化 时代楷模 精神文明建设 体育事业 其他

篇数 3 4 7 2 3

总计 ( 篇) 19

从表 3 可以看出，1989 至 1992 年 《人民日

报》文化类社论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论

占所有文化类社论的 37%。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我们党在总结 20 世纪 80 年代精神污染和资产阶

级自由化思潮所引起骚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多次指出要从具

体的事件入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南方

谈话中，他 强 调 要 坚 持 “两 手 抓，两 手 都 要

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式，党中

央善于就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日来重

温历史，用中国近现代史来教育全国人民，要求

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善于树立

时代楷模来引领国民的价值取向。
通过考察 1989 至 1992 年《人民日报》文化

类社论的状况，我们发现我们党着重提倡发扬五

四精神、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爱国爱乡

传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等，号召学习雷锋等时

代楷模，抓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近代

史及国情教育，坚持不懈地进行 “扫黄”斗争。
无论是学习历史文化，弘扬传统精神，还是学习

时代楷模，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同一切封建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作斗争。这些都有利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 外交类社论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外交类社论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出访、来

访、建交、重大国际问题等。具体情况见表 4。
表 4 1989 － 1992 年《人民日报》外交类社论的

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 出访 来访 建交 国际问题 其他

篇数 17 1 10 10 4

总计 ( 篇) 42

通过考察 1989 至 1992 年《人民日报》外交

类社论可知，出访类社论最多，共 17 篇，占总

数的 40%，而来访仅 1 篇，只占总数的 2%。这

一时期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所谓的人

权问题打压中国，外交上不断给我国制造麻烦。
再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整体实力

骤然下降。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为了

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挽救外交危机的局面，我们积极主动地到

周边国家和地区访问，建立友好关系，迎来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建交的高潮。据表 4 显示，建交类

社论有 10 篇，占总数的 24%。另外，关于国际

问题的社论也有 10 篇，占了所有外交类社论的

24%，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幻莫

测和问题的复杂性。
从具体社论来看，当时我国非常重视与朝

鲜、日本、苏联、南亚各国的关系。也积极回应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无理指责。同

时，也积极参与中东问题的交流，推动国际问题

的和平解决。面临苏东巨变，我国坚持奉行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尊重各国人

民自己的选择。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国政府于

1991 年 12 月 27 日正式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

府和其他十一个共和国的独立。
( 二) 《人民日报》专栏和本报评论员文章

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1． 开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及 “怎样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首先，一

些著名学者发表专栏文章，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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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讨论当中。譬如，1989 年 10 月 3 日，胡

乔木论证了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选择社会主义

的必然性。沙健孙、费孝通、龚育之等也针对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讨论。从 1991 年 7
月 19 日开始，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 13 篇文

章，深入地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

然性、道路、途径等相关问题。同时，思想界也

发表一系列专论，狠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误，

揭露自由化人士的丑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一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也开

展了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研

讨。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坚持两手抓、重视社会主

义市场体系建设、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会变、农

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不变等。
2． 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的宣传和教育，弘扬

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鉴于在党风方面出现

了一些 消 极 现 象，在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中 存 在 着

“一手软”现象，《人民日报》中本报评论员的

文章就非常重视中国革命史、优良传统作风的宣

传和教育等。另外，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也重视树

立模范引导人民。譬如，1990 年 5 月 6 日，本

报评论员指出 “岗位学雷锋”很重要。随后又

发起了向苏宁、傅显忠与史来贺学习活动等。
3． 捍卫国家主权，促进世界和平，对西方

敌对势力敢于说 “不”。从本报评论员文章来

看，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抵制西方反

华势力，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这些评论员文

章高达几十篇，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 中国内政

不容干涉，反华鼓噪吓不倒中国人民，绝不能让

“双重承认”的图谋得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为早日实现祖

国的和平统一而继续努力，继续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等。
( 三) 其他重要文章对意识形态的反映

除了社论、专栏、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

日报》所刊发的其他重要文章，也从某种程度

上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1． 政治层面上，主要思想集中在党的建设、

保持稳定局面等方面。认为应该发挥舆论监督作

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形势教育与治理整顿一

起抓;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会变; 军队要狠抓马

克思主义教育;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

利的根本保证等。
2． 经济领域上，思想界主要探讨治理整顿

与深化改革、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经

济体制等。有人强调治理整顿要与深化改革密切

结合起来，治理整顿不意味着改革 “停滞”“倒

退”。也有人主张绝不回到旧经济模式，更不会

走私有化道路; 个体私营经济政策不变。有学者

认为市场疲软是阶段性效应，摆脱现实困境的唯

一出路是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有学者强调走共

同富裕道路，不是 “均贫富”，不是 “不患寡而

患不均”，更不是 “吃大锅饭”。关于农村农业

发展，有人认为: “稳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推进农业发展

的最基本因素。”〔2〕搞活流通是促进农业发展的

重要一环，“从根本上说是要搞活流通体制和价

格体制问题”〔3〕。关于经济体制，有人主张: 要

“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

制”〔4〕。
3． 从文化视野来看，当时的思想界主要涉

及加强青年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弘扬传统文

化等问题。有人强调，从娃娃开始就要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人主张，对青

年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服务。针对文艺领域的自由化倾向，要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文化市场

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南方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的意识

形态话语分析

从 1989 至 1992 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和专

栏等重要文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反映中，可

以看出当时主流媒体着重围绕道路选择、党的建

设、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环境等问题进行思想论

争，并取得一定的共识。
( 一) 道路选择方面: 狠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问题是党的生命，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

败。1989 至 1992 年《人民日报》发表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文章多达几十篇，开展各种揭批资产

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活动，对自由化人士进行了批

判，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道路。党中央号

召要“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各级意识形态部门和广大理论工作

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5〕。要想找到正确的道

路，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根

本上消除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根源，解决思想理论

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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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界 以 《人 民 日 报》为 主 阵 地，针 对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等问题，连续发表上百篇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的

阐述和讨论，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重大意义等。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发出声

音，认为“中国的改革绝不能走私有化、市场

化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6〕。在对外开放

条件下，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当邓小平的南

方谈话部分内容于 1992 年 3 月 31 日 在 《深圳

特区报》上刊登之后，思想界兴起了学习邓小

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的热潮。
党的十四大以后，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逐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共识。
( 二) 党的建设层面: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注重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的优良传统。邓小平退

休之前曾告诫，“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

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7〕。这

是基于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状况得

出的必然结论。从 《人民日报》的文章也可以

看出，1989 至 1992 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

央领导集体极其重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思想界

也主张把党建设好，严惩腐败; 对知识分子和归

侨进行优待和吸收; 重视高校和企业的党建工

作; 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廉政建设。
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运动。高等院校、军队、企业、基层

组织等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邓小平著作

的热潮，大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

建设取得了实效。另一方面，大胆吸收青年学

生、知识分子、企业家入党，给党的肌体注入了

新的活力。给予知识分子和海归华侨等优厚的政

策和待遇，树立各种时代楷模和学习模范，以及

运用中国近现代史对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
当时思想界在党的建设层面有着广泛的共

识。有学者主张思想政治教育要从中小学抓起，

主要抓德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

等。有官员认为领导权要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

的人手里，切实搞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

从思想上把党建设好。还有人强调，“在选拔任

用干部时，要坚持 ‘四化’方针，坚持德才标

准，不能用生产力标准代替德才标准”〔8〕。党的

十四大更是明确要求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
( 三)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治理整顿与改革

开放相结合，市场化的改革取向逐渐确立

面对 1984 至 1988 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

及“物价闯关”受挫的局面，党的十三届三中

全会提出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

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 1989、1990 两

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

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人民日报》一度成为宣

扬治理整顿的重要阵地。譬如，有人主张对个体

经济进行正确引导，对其偷税漏税、违法行为严

厉打击，对不合格的企业进行整顿。而长期的治

理整顿导致改革停滞不前，人们对改革的不同看

法也就多了起来。有人主张要用治理整顿代替改

革开放，用绝对的稳定取代波浪式前进。也有人

主张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企业改革，主张重视社会

主义市场体系建设，企业要走向市场，自主经

营。江泽民同志参加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纪念大

会时明确强调，要 “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经济

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

期的根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不会改变的”〔9〕。
而如何改革，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思想

界以《人民日报》为舆论阵地，围绕改革性质

与方向的论战、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论争等此起彼

伏。有学者主张，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的运行机制; 还有学者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 也有学者主张完全按照市

场机制来运行等。党的十四大以后，理论界纷纷

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点、优越

性等。此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思想界的共识，推动了中

国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 四) 发展环境方面: 保持改革开放的大政

方针不能变，强调稳定的重要性

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现代化建设事业不

可能一帆风顺。从 《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本报

评论员文章，可以看出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特别

强调中国需要稳定，认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

也搞不成，压倒一切的就是稳定。这就要求消

除国内不稳定的因素和抵制西方的制裁; 重点

是确保中国大政方针不会变。当时思想界着重

强调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会改变; 家庭联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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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责任制不会变;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会变;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不变; 企业改革 “两

不变一不收”等。
而针对国际不安定局势，1991 年 10 月 16

日金永健在第 46 届联合国第六届委员会发言时，

强调: “中国严厉谴责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

际恐怖主义活动，也反对用恐怖手段和方式进行

政治斗争”。针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关于我国人

权等问题的声明，我们坚定执行和平与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变，绝不接受西方国家所谓的

“宣言”、“制裁”等。针对台湾当局搞“双重承

认”、达赖喇嘛对墨西哥的访问等，我国严重声

明必须遏制 “台独”逆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

一部分，反对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总之，当时

中央领导集体对内强调中国政策不会变和保持政

局稳定，对外强硬应对一切分裂势力和不稳定因

素，最终都是为了确保中国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

发展环境。
四、“南方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意识形

态变迁的现实启示

从 1989 至 1992 年 《人民日报》对 “南方

谈话”前后我国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总

体反映和历史透视中，可以看出当前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坚持中国

稳定。
第一，坚持道路自信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朝着什么目

标、沿着什么道路前进，事关党的命脉和国家的

兴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是在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是以实现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的正确道

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具有

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

色。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道路自信，绝不能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关键在党，三者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

程。“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的根本保证，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

一。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

任，只有解决了从严治党的问题，才能为其它

“三个全面”提供组织保障、领导保障和政治

保障。
第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动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靠什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30 多年来的改革攻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是最

大的红利，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

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

困难和问题，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有很大关

系。当前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第四，保持稳定是推进我国改革发展的核心

利益。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现

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难以实现。当前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

关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构

建新型的大国外交关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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