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改革開放的帶
頭羊》
1991年2月15日刊登

主旨：撫今憶昔，歷史雄辯
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
民的唯一道路，沒有改革就
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
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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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要有新
思路》
1991年3月2日刊登

主旨：計劃和市場只是資
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
，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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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開放的意識
要更強些》

1991年3月22日刊登

主旨：開放必須要有一系列
嶄新的思路，如果仍然囿於
「姓資還是姓社」 的詰難，

只能坐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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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需要大批
德才兼備的幹部》
1991年4月12日刊登

主旨：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於
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
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
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幹部。

4

（記者張帆整理）

皇甫平四篇改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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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四篇評論，讓1991年成為改革開
放的思想爭鋒之年，但也成了周瑞金接任《大公
報》社長的任命被取消的直接原因。 「當時我已
經交接完工作，《解放日報》歡送會都開了，我
的行裝也準備就緒，飛機票也買好了。」他透露
，在此之前已與《大公報》香港同事有過接觸和
交流，相談甚歡，讓他對到香港幹好工作滿懷信
心。更重要的是，他深知此去就是為了迎接香港
回歸，能夠參與和見證這麼重要的大事 「很激動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唯一的遺憾。

引起最大爭議的是皇甫平第三篇文章《擴大
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其中 「不要囿於 『姓資
還是姓社』的詰難」這句話，被上升為 「改革開
放不要問姓資姓社」進行批判。

能夠平穩度過這段輿論風波，周瑞金說，他
非常感念很多人在背後的默默支持，包括當時上
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沒有責難和處罰，
有不少人還在多個場合為他鳴不平。

周瑞金還特別提到與朱鎔基的淵源。皇甫平
系列第四篇，背景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
長的朱鎔基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他們以此為
契機闡述了鄧小平大膽、科學使用人才的思想。

到《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輯之後，周瑞金幾
次遇到朱鎔基，但並沒有提起此事。1994年春，
國務院出台財稅、外貿、金融、投資、國企等改
革措施，他以 「任仲平」署名同施芝鴻合作撰寫
了《上下一心 打好今年改革攻堅戰》，受到了
朱鎔基的讚譽。在國務院一個專題會議上，朱鎔

基說： 「今天《人民日報》有一篇
好文章， 『任仲平』就是上海調
來的皇甫平。有人說，我是他們
的後台……這篇評論講了中央
想講而沒有講的話，文章說改
革是主旋律，很大膽，我完
全贊成。」這些話由朱鎔
基秘書特別打電話轉告
周瑞金，表明朱鎔基
對皇甫平系列的態
度。後來這篇文
章還獲得了當年
的中國新聞獎
一等獎。

與《大公報》擦肩成唯一遺憾

上世紀90年代初，在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由
亂到治的過程中，理論界在改革方向這個關鍵問
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還是走
回頭路？正當人們對改革方向莫衷一是之時，鄧
小平作了關鍵性的表態。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
日，鄧小平第四次來到上海過年。此時距離他與
第三代領導進行集體談話、強調要 「更大膽改革
開放」剛過去一個月。在上海期間，他頻頻外出
視察、參觀，還聽取了浦東開發開放的匯報。發
表的多次談話，都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
親自記錄整理。

1991年2月11日晚，在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
傳工作的副書記家中，周瑞金看到了鄧小平視察
上海的談話材料，大受觸動。當時他已敏銳地察
覺到鄧小平講話所昭示的政治含意，認為其中大
有文章可寫。

周瑞金清楚地記得，1991年2月13日，農曆
庚午馬年小年夜，他找來了凌河和施芝鴻，提
議三人合作寫幾篇署名評論。就這樣，當年2月
15日，農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由周瑞金口授
、凌河執筆，署名 「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做
改革開放的 「帶頭羊」》，在《解放日報》頭
版發表了。

「輿論先導」激起千重浪
「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

唯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
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在當時報紙幾乎都在集中
火力抨擊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情況下，這些話
讓人眼前一亮。

隨後， 「皇甫平」在《解放日報》頭版相繼

發表《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
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
幹部》。四篇評論主題根據周瑞金的設想，一以
貫之，內容相互呼應，形成了一個有力推進改革
開放的完整的輿論先導。

四篇評論得到了強烈的反響。其中提到發展
市場經濟， 「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
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
誌」受到許多讀者認同，更被譽為 「吹來一股清
新的改革開放春風」。對於文章發表的背景，海
內外也作了諸多解讀，更有猜測認為 「皇甫平」
評論是鄧公之意。1991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
》雜誌發表評論，公開支持 「皇甫平」羊年4篇
改革文章的觀點。

成鄧小平南巡講話先聲
然而，爭議與詰難也隨之而來。不少報刊發

表文章，將評論觀點上升為 「改革開放不要問姓
資姓社」進行批判，說 「皇甫平」鼓吹 「庸俗生

產力論」、 「經濟實用主義」、 「斷送社會主義
事業」。這是周瑞金始料未及的。他本來已奉調
準備赴港任大公報社長，該任命也因此被突然取
消。

就在因 「皇甫平」而起的輿論正激烈交鋒之
時，北京流行着這樣一句話： 「京都老翁，坐看
風起雲湧。」次年即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系列
講話一舉回應了所有否定改革的言論，指出： 「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於是實行市場經
濟還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
有市場。」講話不僅為當年召開的十四大作了充
分的思想理論準備，也讓很多人意識到， 「皇甫
平」與鄧公的觀點是一致的。

南巡講話終結了爭議，也終結了周瑞金面臨
的困境。對此周瑞金說，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
向，他只是盡了一個報人的職責。他始終認為
，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火車頭。

「後來有沒有見過鄧小平？」記者好奇地
問周瑞金。 「沒有」，他說， 「但能思想一致
還是很自豪的。」

此後，周瑞金亦一直堅守在評論領域。
1992年，他又組織 「皇甫平」成員，相繼以
「聞頎」、 「吉方文」的署名發表了一系

列文章。1993年，他奉調進京擔任《人民
日報》副總編輯，主持評論理論宣傳。由
此，中國傳媒界又出了一個 「名人」任仲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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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天驕 美術編輯：張偉強

▲1992年2月3日，鄧小平出現在上海迎猴年新春晚會上，向上海人民問好 網絡圖片

▲1992年1月，鄧小平參觀深圳仙湖植物園時親手栽下一
棵高山榕，寓意將改革開放的希望根植在這片熱土上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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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簡介
•生於1939年10月，浙江平陽縣人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解放日
報》，後主持《解放日報》工作

以筆名 「皇甫平」 ，主持撰寫《改
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
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被認為
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之後，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二次
思想解放。

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1962

1991

1993

▲周瑞金接受《大公報》專訪
受訪者供圖

▲1994年，東方明珠落戶上海浦東
網絡圖片

皇甫平寓奉民意 輔鄧公
「皇甫平」曾被海外媒體解讀為 「黃浦江評論

」，但周瑞金否認了這個說法。他說，這個署名他
是在大年夜那天擬定的，有 「奉人民之命，輔佐鄧
小平」之意。

按照周瑞金的家鄉話閩南話的唸法， 「皇」諧
音 「奉」， 「甫」諧音 「輔」，取 「輔佐」之意。
「皇甫」又是一個複姓，看起來比較自然。 「我當

時心裏的真實想法，就是要把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
放思想傳播開來，以利於全黨全國人民更好地統一
思想、凝聚力量，從而推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

「皇甫平」之名 「如雷貫耳」，但面對仰慕之
聲，周瑞金總是回應： 「哪裏哪裏，我只是一個老
報人。」

記者採訪感受到，這位報界 「老行尊」更像一
個親切的鄰家知識分子：有禮貌，說話聲不響但堅
定有力，更能新潮地 「玩轉」電腦、微信。他還笑
稱，自己從小在海邊長大，因此 「食不可無海鮮」
，年輕時吃魚都不吐骨頭，全部能嚼着嚥下去。或

許，這也造就了他 「敢啃硬骨頭」的堅韌。
作為在執政黨機關報工作了一輩子的老報人，

周瑞金即便從《人民日報》退休後，仍然筆耕不輟
。有人評價周瑞金是 「離經不叛道，犯上不作亂」
，對此他說，始終記得大學裏學到的一條要義，就
是要 「擊中社會繃緊的那根弦」，在審時度勢基礎
上敢於提出新問題、分析新問題，敢開第一腔。

在周瑞金看來，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媒體人提出了新的使命。 「要進一步發揮新聞輿
論的先導作用，努力為新時代解放思想、改革開放
鼓與呼，極大提高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
響力、公信力。」而他作為一個老報人，也感到義
不容辭。

2014年，周瑞金啟用了新的署名 「皇甫欣平」
發表了萬字的《終結腐敗》，和之後多篇反腐長文
，每篇文章一出都會引起廣泛關注。如今， 「皇甫
欣平」已經成為周瑞金新的標誌。 「欣」諧音 「新
」，代表向上快樂的心態。他也有了新的 「班子」
，不久還會有新作發表。

改革開放40年
大公報記者 張帆

之 改革者說

二十七年後，已近八旬的周瑞金憶起 「皇甫平」 系列，不無感慨：
「1991年是非常難忘的一年」 。那一年年初，正值改革開放的十字路口
，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的周瑞金，與當時上海市委政
策研究室的施芝鴻、《解放日報》評論部的凌河一道，以 「皇甫平」 為
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相繼發表了四篇呼喚改革的評論文章，從而在
全國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也成為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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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4年的浦東陸家
嘴金融城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