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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

大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坚实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社会先进分子的远见卓识，体现已经掌握了

自己命运、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中国人民的高尚精神境界。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能够沿

着这条宽广大道阔步前进，就在于有科学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种最根本的精神动力。

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党的“左”的错误，导致一些人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曲解。在着手澄清这些曲解中，又受到右

倾思潮的干扰，使一些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在改

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

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不断涌入，又恰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

重曲折，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咄咄逼人，使我国国内一些意志

薄弱、信念不坚定者形成彷徨、徘徊、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特别是

由于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精神文明一度

滑坡，导致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许多人精神支柱严重倾斜，在较大范围

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成灾。近年来，虽经加强思想建

设，使思想领域有所拨乱反正，但是许多人在理想信念方面仍然存在

着不少模糊认识。这与加快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

求，还很不协调、很不适应。

本书采取了通俗的问题解答的形式，便于干部、职工、青年学生

以及宣传理论工作者阅读。作者还围绕理想信念问题，对有关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认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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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力求引导人们摆脱对理想信念的肤浅理解，在确立科学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基础上，系统地、全面地

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更可贵的是，作者十分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全面理

解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既反“左”，又

反右，避免片面性，使党的基本路线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

诚然，由于水平所限，又是在工作之余编写，疏漏和缺点是在所

难免的，但是，本书在一些观点的阐述上有所创新，读者阅后会有所

裨益，这也是肯定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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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世界观、人生观？是否每个人都要受一定的世界观

和人生观的支配？

世界观是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或根本看法。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

本观点或根本看法。人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生也要形成看法吗？是的。人

们的生活要受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客观世界的制约。人类无限延续的世世

代代要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因此，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形成对整个世界

的某种认识，需要拿这种认识解释世界，指导人们研究尚未研究的具体事

物。远在人类的古代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萌发了世界观、人生观一类的

意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关于世界的共同本质的探讨上，有些人认为，整个世界是主观精神

的产物，是“感觉的复合”“心外无物”；或者认为，整个世界是由某种

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客观精神”“绝对观念”“宇宙精神”“理念”的产

物或神创造的。在哲学上把前者叫作主观唯心主义，把后者叫作客观唯心

主义。有些人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一切客观

事物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在古代，有人把物质归结为金、木、水、

火、土或元气等等，哲学上把这种古老的观点叫作朴素的唯物主义。在近

代的西方世界，有的人曾把物质归结为原子，哲学上把这种观点称为形而

上学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

客观实在，凡客观实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在对于世界怎样存在的问题的

探讨上，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孤立的、静止的，或者认为只

有数量的增减而无质的变化。辩证法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有某种联系的，正是事物的相互联系即相互

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

上，有少数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不可认识，由此形成“不可知论”；

绝大多数哲学家则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由此形成“可知论”。上述所

有这些观点，都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观点和看法，都属于世界观。

对于人生，人们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人生的目

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态度等方面。有的人认为，人生的

目的在于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在于金钱和地位的高低。有的人则认为，

人生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为人类造福，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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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出奉献。上述这些观点都属于人生观。由于人生观是对整个人生的根

本看法，所概括的范围广大而且又相当重要，所以在理论上常把人生观作

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对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并不感兴趣，认为它神秘莫测，或者认

为它离现实生活太远，与自己的社会活动关系不大。对于讲世界观和人生

观的改造，更抱有逆反心理。似乎他能够摆脱世界观、人生观的制约。

其实，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关系到能否对社会发展有科学的认识，

关系到对方向、道路的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不管你是否愿

意，受世界观、人生观的支配是必然的。人们常说，“办什么事情都要实

事求是”。“办什么事情”，就包含了一切社会生活；承认“实事”的存

在，就是唯物主义观点，“求是”就是承认客观事物的规律，承认人可以

认识世界。这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们也常说，“人活得要

有价值”，“人不能仅仅考虑个人，也要关心别人，关心社会”，“人的

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承认人的价值的存在，就是一种对整个

人生的看法；强调人要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奉献，就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生

观、价值观。

人是社会的人，人们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不可能不受到社

会影响的。每个智力正常的人，必然通过认识个别事物而认识同类事物，

通过对各类事物的认识，又进而形成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观点和看法。例

如，是否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变化？是否需要面对客观实际？世界

上有无鬼神、天命的存在？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的价值在于什么？什么

是苦，什么是乐？人靠什么谋得幸福？对这一系列问题，任何人都必须做

出回答而不能回避。

由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本质的多层次性，人们的思想观点

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除了世界观、人生观之外，还有政治观点、道德

观点、科学技术观点、文学艺术观点等等，还有对各种具体事物的具体看

法。但是，人的思想认识总是不断地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地发展

的。正是从无数具体看法和具体观点中概括出对客观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

本看法，也概括出对于人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世界观、人生观一经

形成，则又要以此为指导，去研究所遇到的新事物，去分析众说纷纭的是

非。世界观、人生观是从千千万万种具体观点、具体看法中抽象出来的，

是人的大脑通过比较、鉴别、筛选和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逐步确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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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一经形成，则比较稳定，它对人们的言行也起到持久性的指导作

用。

但是，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

用、所受到的思想影响的不同以及眼界的宽窄和认识能力的不同，因此也

就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社会

现象，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具体看法，对同一是非的争论，可能作出不同的

评判，对于同一种社会生活也就会采取不同的态度。科学的、进步的世界

观可以指导人们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腐朽的、落

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可以把人们引向歧途。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正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实事求是地研究中

国国情，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也正是运用科学的人生观不断教育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强大的精神

力量，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也不难看到，20世纪80年代精神文明建设举步维艰，并且一度

滑坡，社会不正之风蔓延，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生，人们的理想信念、道

德水平有所下降。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思想和“一切向钱看”为特征的拜金主义涌进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严重

地侵蚀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破坏着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

人们精神世界的污染，突出地表现为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

问题，这是人们思想最深层次的创伤，也是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世界观

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人实事求是精神的衰退；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复活，形而上学片面性盛行。在人生观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人仅

以个人索取的多少作为评判人的价值的标准；以金钱、名利、地位作为生

活的根本目的。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各领域，伪、劣、

假、冒现象屡见不鲜。

总之，每个人对于世界观、人生观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在社会生活

发生深刻变革、国际风云变幻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

同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较量，表现得异常充

分。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会对同样的国情

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斗争与政治斗争密切

相关。在社会思想领域，只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居于主导地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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