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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陪同和记录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往事 

¶ 吴松营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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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顾 40年来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南方

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今天中国世

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就不能从经济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强国，人民生活也就不能从温饱

而奔向小康。 

1992 年，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并

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抚今追昔，这段 26 年前的往事仍历历

在目……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北的邓小平画像（1996年制作）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人们不会忘记，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共和国建立以来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风

波。风波过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中国人民及中共党内、甚至国际社会议

论的焦点。 

1989年 6 月 5 日，当中国的政治风波还未真正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在经济、

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五项制裁”。美国国会则很快发表声明，对中国

进行严厉指责。“两院”甚至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以便美国政府能够随

时地以苛刻条件制裁中国。 

7 月 14日至 16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在

巴黎开会，宣布集体制裁中国。之后，它们继续开动各种权力机器，包括经济的、军事的和文

化宣传的各种机器和工具，推波助澜，希望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此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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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 月 19日上午，邓小平专列到达深圳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更使中国内部的某一部分阶层和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

的教训中，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振振有词地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最重要、最迫切

的任务，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

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1990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简称《学

习纲要》十九条），并在按语中讲明：“此件业经中央同意”，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要

认真学习。很明显，颁发《学习纲要》十九条，主要的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实际上

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大动员。夏天，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举办高

级干部学习班，重点是学习和领会《学习纲要》十九条，主题同样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

演变”。 

这年的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断发表关于要“重

提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北京一份权威报纸发表的

一封颇有来头的“群众来信”，强硬地指出：“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

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戈尔巴乔夫）叶（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中央的其他报刊和各省、市、县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也有许多紧跟形势，连篇累

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

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批

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 

 

1992年 1 月 23日，邓小平从蛇口码头乘轮船前往珠海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

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

1990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

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

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

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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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

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可惜，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这些话，没能够成为战略思路和方向。中国当时整个偏“左”的

舆论导向也就没能够得到纠正。中国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给力加速，

只有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

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据有关数据显示，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 3.9%，1990年也只增长 5%。这两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低谷。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通货膨胀尽管从 1988年近 19%

的高危状态降到了 1990年的 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心惶惶。9 月召开的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承认：“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邓小平对此当然不满意。1990年 12 月 24 日，他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

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

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中国是一个习惯于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国度。“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不得安

宁。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许许多多同胞、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也都忧心忡忡。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

他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重要谭谈话时，作者站在邓小平后面以便做好记录工作 

1991 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

神，于 2 月 15日至 4 月 12 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其开

篇就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接着又接连发表三篇评论，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开放

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

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

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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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

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担起全程记录邓小平谈话的重任 

真没有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 

邓小平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的秘书，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卫

人员，并没有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中央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我当时

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调去参加接待工作。 

1992年 1 月 19日上午 9 点，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到迎宾馆之后马上就说：“到了

深圳，我坐不住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其家人商量后，只得在上午

10 点安排老人家去视察市容。 

当天晚上 7 点 30 分，邓办王瑞林主任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在深圳迎宾馆 6 号楼开碰头

会，检查总结当天接待工作情况，落实首长明后几天的考察行程，详细安排接待和保卫等工作。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指定要我负责做好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1992年 1 月底，邓小平一行在下榻的深圳迎宾馆散步 

几天时间里，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许多重要的谈话；在参观考察的路

上，坐在中巴上的邓小平常常会对周围的人发表一些重要谈话。22 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

宾馆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时，对在场的党政负责人吹风。邓小平在谈话中，主要强调一定要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别邓小平之后，回到深圳迎宾馆 5 号楼的房间里，我马上同《深圳特区报》

副总编辑陈锡添系统地整理邓小平 5 天来的谈话记录。几天前专门抽调过来帮忙的深圳市委宣

传部四川籍干部凌泳，留下来继续协助我整理录音和抄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从市委宣

传部办公室调来了机要干事沈钟生帮忙。 

我们从 23日中午开始连续奋战了将近 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

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 13000多字。这主要是作为档案之用。

为了使领导更便于掌握邓小平谈话精神，我又在前面这份稿上再精简，去掉视察过程及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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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要点》，近

10000字，分五个部分。最后，由我负责任地在两份文档末尾签字：“记录人吴松营”。 

第二天，我就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给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由

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 

 

1992年 1 月底，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深眺望对岸的香港 

深圳大胆破例，宣传报道邓小平的谈话精神 

由于省市领导多次请示，要求公开报道南方重要谈话精神，邓小平都不同意“破例”，当

时再向谁请示，也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破例”的答复的。那么，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责任呢？

我们这些“匹夫”为什么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呢？ 

我首先向刚从北京开会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建议把邓小平谈话的重

要内容以评论形式进行宣传。得到市委的支持后，我又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学习和吸

取去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我们主动联系香港《文

汇报》驻深圳记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区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

扩大声势，做到立体报道宣传。 

 
1992年 3 月 30日，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口播《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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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

引起社会的很大轰动。以后该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八评”评论。 

由于《深圳特区报》每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都同日转载，

并在按语中说明《深圳特区报》的评论“原汁原味披露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这无疑壮大了

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报道声势。香港的各种媒介以及台湾、澳门地区和各国驻香港新闻

机构、通讯社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评论”，或者编发相关消息。 

不久，国内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也都开始有选择地转载《深圳

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报刊转载《深圳特区报》评论文

章的，更是多不胜举。 

经过反复思考、筹划，3 月 26 日的《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

了署名“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立即

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香港的媒介反应尤其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

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敏感的外国通讯社驻香港机构纷纷发消息。

北京也传来消息：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

有的人则四处找《深圳特区报》。 

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天，我们主动打听，还是不见中央主管部门及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

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纪实的长篇通讯有什么反应，连电话批评也没有。反常的“平

静”，经常是最可怕的时刻。当时，作为既是记录人、又是具体分管内外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

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已经做好被“双开”的准备，并向家人作了交代。 

转机是在 3 月 30 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

长篇通讯。后来了解到，是邓小平在家看到《光明日报》转载的《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让

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的总编辑，说文章很好呀，问《光明日报》能转载，新华社能不能转载？

这才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1992年 3 月 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3 月 30 日这天下午，新华社很快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

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并且补发了一条自己的动态消息：［新华社北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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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电］本社今天向国内外转发了《深圳特区报》3 月 26日发表的一篇通讯《东方风来满

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的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

平于 1 月 19日至 23日访问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当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当晚，中央电视台也全文播发，

一共播了 45 分钟，由当时的招牌主持邢质斌口播，并配上由广东和深圳电视台提供的邓小平

在深圳视察的画面。 

第二天即 3 月 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的位置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

《解放军报》  《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和全国各省市几乎所

有报纸，也都在这一天的头版显要位置转载。各省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都纷纷转载、转

播。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主要通讯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 3 月 30 日中国在舆论

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于当晚用“3月 30日北京电”的形式，向全世界报道：“新华社、

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第一次发表了邓小平 1 月份在华南的讲话。”“中国的宣传媒介今天

向全国 11亿人口宣传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编、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封面 

这可真是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静”终于过去，随之而来的不但不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大风暴，而是赞扬的电话、信函

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应接不暇。 

4 月 1 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对《深圳特区

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长篇通讯的评价时，回答十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

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

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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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冒险“破例”的事情，才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但是，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仍然重大，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千方百计地为宣传

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而努力。 

4 月 8 日，由我和陈锡添撰稿的电视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在深圳电视台视播出。接着，

我同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处长黄新华、副处长李小甘到香港同香港卫视洽谈，促其同意播放《邓

小平在深圳》的电视片，让邓小平的形象上卫星电视，跨越千山万水，传播到全世界。 

4 月 8 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策划编辑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由深圳海

天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 

6 月 28日，我带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同事，将精心制作的巨幅画像《小平同志在深圳》

正式树立于深圳市中心的红岭路口。香港中通社、《文汇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天天

日报》《明报》《信报》《经济日报》，以及香港的电台、电视台等近 20 家新闻机构同时发

布这一消息。有的报纸不但在头版显位刊登这一消息，还配发评论，说“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

开放的重要信号”。邓小平的巨幅画像成为深圳的市标，又被海内外众多媒体报道和渲染，已

经举世闻名，吸引着无数的崇敬者和旅游客人。 

 

邓小平视察国贸大厦 时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交谈 

南方谈话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新成果 

历史证明，1992 年春天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拨正了中国航船的航向，扭转了党内

外一度思想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事业有了新突破，20 多年来不

断取得新的巨大成果。 

1992 年的“两会”重要内容是修改、补充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使之符合邓小

平南方谈话精神，促使全国改革开放步入新的进程，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创造新的条件。 

10 月 12 日至 18 日，党的十四大隆重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说：“邓小平同志今

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

解放，精神更加振奋，上下团结一致，到处热气腾腾，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

壮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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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0月，中共十四大期间，邓小平与江泽民在一起 

就在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确定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党内外“姓社”“姓资”的争论，被画上了休止符。人们的思

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开始新的突破。

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职工内部持股、中国的两个证券市场沪市和深市规模迅速壮大。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海南特区迎来了空前绝好的发展机遇。 

从 1992年起，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时期。GDP从 1991年 2 万亿元，到 2001

年突破 10 万亿，2006年突破 20 万亿，2007年超过 26 万亿元。中国改革开放头 30 年，经济

增长速度为年均 9.8%。这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9.2%，总量达 472000亿元，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党的

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年至 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2％，

高于同期世界 2.5％和发展中经济体 4％的平均增长水平。2013年至 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2016年，我国 GDP为 744127亿元，折合 113916亿美元 。2017年中国 GDP达 82 万多亿

元，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而把第三的日本抛得更远。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协调性不断

增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事业明显加强，文化繁荣发展呈现新气象，健康中国建设加

快推进，等等。 

邓小平南方谈话距今已经 26 年，邓小平逝世已经 21 年多。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和 26 年

以来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 1992年 1 月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新一轮改

革开放，更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没有媒介的新闻舆论推

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不可能那么快速、广泛地传播，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加曲折，中国甚

至世界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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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 月 23日，邓小平在蛇口码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 8月 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

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

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本文刊于《世纪》杂志 2018年第 2 期，有删节，原题为《记录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

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