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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俞可平俞可平俞可平：：：：高尚是一种力量高尚是一种力量高尚是一种力量高尚是一种力量 

 最近这些天，我集中在读些古代和国外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书籍，沉浸于思想家们如何评

价伟大的政治家和理想的政治状态。忽然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温家宝总理回忆胡耀邦同

志考察黔西南的文章，激活了我身上一根贯通古今中外的神经：伟大的政治家，其力量不仅

来自权力，更来自道义。高尚作为一种美德，对于普通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道义

力量，对于政治家来说更是一种凝聚人心，催人奋进，推动进步的巨大力量。每一个伟大的

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政党，都需要高尚的政治家，也都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高尚政治

家。耀邦同志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尚政治家，虽然他已离开我们 21年，但我们

至今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榜样的力量和高尚的力量。 

 

  考察黔西南，对于党的总书记来说，是一件小事。但一位高尚的政治家即使在这样的小

事中，也处处体现其高尚的一面。高级领导人位高权重，听到的赞歌多，听普通百姓的声音

难，体会普通群众的真实生活更难，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脱离民众。一旦获得的决策

信息失真，由此出台的政策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耀邦同志自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也要求大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温总理在文章中说，耀邦同志不仅自己深入学校、

机关、家庭，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而且还让随行人员“微服私访”，生怕地方政府的“精心

安排”使他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到兴义后，作为总书记的他，照样住在低矮破旧，没有暖气、

冷冰冰的招待所里。这些细小的环节，足以说明耀邦同志的调研不仅不是作秀，而且深入细

致。当然，从政治科学的角度看，与决策者本人的现场调研相比，科学的决策体制更加重要。

但耀邦同志的这种态度和作风，意义更在于他心中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摆在首位，在他身上闪

现着一位人民政治家的风采。 

 

  政治家的高尚当然首先体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耀邦同志也不例外。在过去的 30多年

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我们的国际地位前

所未有地提高，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

去世前考察过的兴义，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连温总理都认不出来了。45 岁以

上的人大概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源于 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

开放。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我们至今仍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甜蜜果实。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道路。

在彻底结束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扭转历史潮流，实行改革开放，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图大业中，耀邦同志真可谓殚精竭虑，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这代人都是

改革开放的经历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目睹了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些改革领袖的风采。这些年

来我也常读些记录、回忆或评论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文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是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耀邦同志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臣，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英雄。 

 耀邦同志的高尚，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耀邦同志是一名老共产党员，还一度

成为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肩负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按照党的宗旨，除

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追求自己的私利，

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这本来就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从这个意

义上说，耀邦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经历过这么

多的政治坎坷和无数次权力名利的考验，但始终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内心深处

热爱着祖国和人民，他把自己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融为一体，他对国家的民主富强和人

民的幸福安康有着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努力以自己的行动实践民主进步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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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耀邦同志有所了解的人，一提起他大都会肃然起敬。 

 

  耀邦同志的高尚，与他率真、坦诚、宽容的品行与秉性密不可分。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可

以知道，耀邦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政治家，这种个性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家很不相同。

一般认为，政治家要有所谓的“城府”，而且越深越好，但他没有这样的“城府”，浑身清澈透

明，一目了然；政治家要有所谓的“权谋”，而且越老辣越好，但他没有这样的“权谋”，说话

直白，处世简单。耀邦同志十分宽容，特别是宽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宽容别人的错误。

耀邦同志这些与众不同的个性，也被一些人当作是他的缺点，说他“口无遮拦”、“胸无城府”

等等。但我不这样认为。要是在传统政治条件下，这些也许确实对政治家的权力、地位和作

用是致命的。但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这些个性恰恰是难

能可贵的政治美德。一个好的官员，一个好的政治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好人。好人就应当真

诚、坦率、宽容，富有良知，如果连好人都不是，哪来好的政治家？ 

 

  耀邦同志的宽容，与他的民主精神紧密相关。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一个称得上高尚

的政治家，必须具备强烈的民主精神。一个民主的领导人，不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

力使国家的政策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且很重要的是，要真正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员，善

于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绝不搞个人崇拜，绝不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绝不在权力与真理

之间划上等号。耀邦同志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在他去世前还斩钉截铁地说：民主与科学是我

们的唯一出路，我们已经奋斗了 70年，还须继续奋斗。他倡导通过的一些党内生活准则，

现在看来还觉得意义非同寻常。例如，规定党内只称同志不称职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

不题词，等等。我仔细读过《胡耀邦思想年谱》，发现他的讲话和文章充满着民主精神，有

时令我都觉得惊讶。一旦发现讲错了或做错了，他马上就会更正，并毫不掩饰地承认错误。

这正是传统政治的大忌：领袖即使错了，也不能认错，否则会动摇他的威信。然而，这恰恰

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在法律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耀邦同志身上的民主精神值得学习，

其民主思想更值得弘扬。 

 

  高尚不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是后继者的动力源。耀邦同志身上的高尚精神，将永远

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努力使国

家变得更加民主富强，使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