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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光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

张宏志

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

学论述摘编》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宣

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件盛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我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对该书的出版表示

衷心的祝贺，对为本书作出贡献的各位专家学者

表示崇高的敬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也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

把理想信念形象地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指出，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

得“软骨病”。他要求全党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

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问题。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是建立在

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之上的。坚定理想信念、
解决好“总开关”问题，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观察世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一些人之所以在思想上出现右或者

“左”的偏差，甚至出现信念动摇，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法正确认识

和解释不断发展、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因而产生

困惑和怀疑，或者以为基本理论发生错误，或者以

为社会实践偏离了理论。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

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①马克思主

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诞生

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由于它深刻揭示了客观世

界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依

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

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建立在

对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上，才是牢固

的。只有理论上的坚定性，才能保证行动上的坚

定性。只有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领会

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刻认识和

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 才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

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在纷繁复杂的

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集中梳理和全

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者的有关重要论

述，为读者提供了一套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的思想理

论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

党，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持从思想上建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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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

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面对建设一个担负人民革命

事业领导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毛泽东

同志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

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

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

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

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

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

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

们党的战斗力量。”1937 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应抗日军政大学之邀，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为此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 ( 讲授提纲) 》。在

撰写这个提纲的过程中，诞生了《实践论》和《矛

盾论》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

哲学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繁重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求，“我们要作出计

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

物论”，强调“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

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

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

的曲折和教训，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学习，恢复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

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

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他要求，“全党必

须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 根本的是要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

合起来”，“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

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世纪之交，面对着苏东剧变之后复杂的国际

局势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任务，

江泽民同志明确要求全党“讲学习、讲政治、讲正

气”，强调讲学习是前提和基础，“最根本的是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他

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

思想基础”，“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真

正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的本领，以利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片面性、表面

性、机械性”。
进入新世纪，面对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

发展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胡锦涛同志把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任

务，强调“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

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善于用全面的、联系

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

题，努力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

谐”;“要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人民群

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指

引我们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法宝。经过一代又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现在，我们已

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

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许多

新情况新问题。在国内，经过 20 多年的高速发

展，我们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

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历史

任务。在国际上，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由

快速发展期转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全球化遭

遇曲折，保护主义、冷战思维抬头，大国博弈更趋

激烈，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又一轮恐华、反
华、遏华的噪音，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

和周边环境。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正面对着一场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要求我们

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作为正确判断

形势、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钥匙。正因如此，习近

平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

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

局先后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主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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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两次集体学习，目的就是推动我们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同志指

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原

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坚定理想信念，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

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

放历史新篇章”。
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可以科学地总结历

史，预见未来，使我们的工作和行动沿着正确的方

向和目标前进。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绵延不断，

前赴后继，不懈进行艰辛的探索，使社会主义的理

论和实践在曲折中不断深化。回顾马克思主义诞

生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是马克

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列宁把社会主

义由理论发展为实践，是毛泽东使社会主义由西

方走到东方，是邓小平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化模式

回归到中国的现实，其间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

败、挫折与重振，激荡百年，发人深思。其理论和

实践不断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观点来认识世界。不论形势如何发

展，某些具体结论可能发生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观点始终是共产党人探寻前进道路的思

想源泉。今天是马克思诞辰 197 周年纪念日，抚

今追昔，使我不禁回想起前些年访问德国的一些

感受。在德国柏林，并立着苏军解放纪念碑和柏

林墙的残迹。二者遥遥相对，使人浩叹不已。前

者反映了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事业如日东升

的历史。想当年苏联红军兵锋西指，横扫纳粹，气

势如虹，真可谓辛弃疾词中的“金戈铁马，气吞万

里如虎”。苏联红军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

力军，其形象以解放者姿态矗立在柏林街头，代表

着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后者则反映了 20 世纪

下半叶后，“苏联模式”日趋僵化，最终走向失败的

历程。苏联的社会主义未能与时俱进，渐渐落后

于时代潮流、脱离了人民群众，在与变化了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竞争中逐步处于劣势。柏林墙挡不住

西化的诱惑，残墙断壁成了封闭、落后和失败的象

征，让人不觉想起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

间”的叹息。进入 21 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发展

活力逐步减退，整体实力下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异军突起，使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获得

了新生，打破了西方终结历史的迷梦，又让人不得

不发出陆游诗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感叹。这些兴衰成败的沧桑变化恰恰是马

克思主义认识规律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的生动

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竭生命力的真

实例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重

大的胜利，但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仍处于低

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和较量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

锐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需要推动全党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廓清思想迷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到虔诚而执

着、至信而深厚，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

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

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

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马

克思主义哲学是严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它，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做到，

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

论述摘编》的出版，必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认识，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 作者工作单位: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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