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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后，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认同危机，怀疑

和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同时又欣喜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东欧的社会

主义失败证明苏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则证明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生命力的。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

的改革开放事业难以取得成功，国家难以富强，人民难以富裕。因此，我们

理应认同和信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要

义，是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以人为本是价值理念。

科学精神求真，价值理念求善；真善的统一是美；真善美的内在灵魂是自

由。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

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①“实事

求是”中的“实事”，主要是指社会实践，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

以说是实践唯物主义。相信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就是相信和认同实事求是思

想，相信和认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人，因而以人为本是马克

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实践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辩证

统一的基础。

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社

会主义本质观上。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邓小平认为，过去我

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没有搞清楚。我理解这个没有搞清楚，主要指的是

前 言

循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前行

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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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搞清。本本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讲过，但本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说

“不要提倡本本”。我们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在邓小平的这一社会主

义本质观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其主要内容是幸福价值和正义价值。“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要实现

人的幸福价值；“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要追求

正义价值。幸福涉及财富生产，正义涉及财富分配。改革开放前30年，财富

生产解决得很好，现在主要是要解决好财富的分配问题，使社会关系趋于正

义，实现和谐社会理想。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就是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

社会。

从政治经济学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因为实践证明过去的计划经济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不能调动广

大人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现人民群众追求的富裕、幸福价值。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才能有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才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而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同马克思、

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干，实际上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

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马恩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因此，我们仍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恩的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于不断发

展着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去。

我们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一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

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此结合过程

中推动理论和实践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不光是在现实中找一些事例来说明理

论，而主要是进行理论创新，即在分析和解决新问题中创新理论、发展理

论，达到理论与实践、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

思奇同志曾正确地指出：“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这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

必须是以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能解决革命问题的理

论，即使用极其丰富的例子来说明，仍然是死教条。”“死教条不能有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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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思奇：《“有的放矢”及其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3页。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③〔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

书馆1987年版，第720页。

活理论。”①“死教条”就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在60多年前就指

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

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

很。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

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②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实践性，实践性给理论提出的要求就是

要理解、能解决实践问题。理论犹如“眼”或“矢”，“眼”的功能是“看”，

“矢”的功能是射“的”，不能“看”东西的“眼”，不能射“的”的“矢”，

不能说是真正的“眼”和“矢”。对于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来讲，不能“看”

东西的“眼”，不能射“的”的“矢”仍不失为“眼”和“矢”，但对于实践

哲学来讲就不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理论，

必须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邓小平理论就具

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譬如邓小平在解决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时，要求将什么

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是从实践性视角来要求理论

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涉及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手段、途径、程序

等问题，是同实际相联结的问题。离开这些问题单纯谈什么是社会主义，容

易陷入抽象和蹈空，丧失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结果是听起来很好听，

很高调，但无法实行。因此邓小平一直强调理论的实际效应、结果、实效，

这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性特征的体现。美国哲学家杜威曾指出：“一

个道德法则，也像一个物理学上的法则一样，并不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贸然加

以信誓和固执的；……它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是靠实行它以后的结果来加以

验证的。”他强调说：“以后果为验证较之以固定的一般规则为验证，更要严

正些。”③杜威也是重理论的实践性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性的主体

是社会，是人民大众，这与实用主义哲学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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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价值性、大众性、时代性等特征都是建立在实践性特征之上的，因

实践性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反对理论的抽象性，要求理论要

能够解决实践问题。不能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就是抽象的理论。毛泽东和邓

小平都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强调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实践哲学看来，理论的实践功能，就是理论的本体，理论的功能和本体是

统一的，不是分离的。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

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 iche］真相性，这不是一个理论

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

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

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思维或

理论的真理性，就是思维或理论的本体规定，而它是以其实践功能或作用为

转移的。理论的本体和功能在此是统一着的。马克思把黑格尔“从头站立”

的辩证法变为“从脚站立”的辩证法。“脚”就是客观的经验事实。伯恩斯坦

说：“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

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

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

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

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

践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用理论来

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和创新理论，这就是我

们把这部论文集的名字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的主要原因。

我校党委和行政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事业，于2009年10

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是进行马克思主义

教育和研究的独立机构，目前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4个硕

士研究生点，有4个教研室，6个研究所。教学和研究是学院的两大基本工作

和任务。我们要求教师教学和科研并重，教学必须是研究性教学，研究应解

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教学为研究提供问题，研究为教学解决问题。教师要

把研究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去，深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教学与研究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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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师来说犹如车之两轮，船之双桨，要驱动两轮，荡起双桨，惟其如此，

才能推动教学和科研不断发展，不断进入新的境界。

出版论文集目的并不是想多发点文章，而是想推动学术发展，学术创

新，在实际研究中逐步形成学科特色。譬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可以

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特色，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有了多年的研究和

积累。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已上升为人们

思想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可以逐步

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问题研究特色。因为我们在这方面亦有了多年

的研究和积累，更因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等文化发展问题已是

我们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在这部论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研究

特色，但还不十分自觉和明显，期待在以后的研究征途中我们的学术特色能

更为自觉，更为彰明显著。

刘进田

201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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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思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法宝地位和意义的确

认，深刻地揭示了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性和规律性关

联。文章第一部分分析阐明解放思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先导、动

力和法宝作用，认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本质的探寻、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确认以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等都依赖解放思

想之法宝。文章第二部分进一步解析论证解放思想在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的法宝地位和意义，认为对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理

解，对“四位一体”建设要求的认识和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都依赖于解放思

想之法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热切期待解放思想之能量在实践中能有更

耀眼和振奋人心的释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高度。

【关键词】 解放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宝 发展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动力，开创、建设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历史。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

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精辟论断科学地揭示了解放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确立了解放思想在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的法宝地位，使人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解

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

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①法宝，是比喻用起来特别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经

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时说：“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② 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赖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之法宝，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则依赖于解放思想之法宝。解放思想是开创和发

论解放思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法宝地位

刘进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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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有效的工具、方法和基本经验。

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赖解放思想之法宝

首先，解放思想是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起点、前提和先导。

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的形

成是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的思想受权威和

教条的两种束缚，这就是“文革”中形成的“句句是真理”和“文革”后产

生的“两个凡是”。要打破这两种思想束缚就需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邓小平

同志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揭示思想僵化的严重

危害性，通过揭示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开辟了

道路。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

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

国。”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

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②“不打破思

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③ 邓小平同

志将是否解放思想同亡党亡国问题联系起来，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联

系起来，同现代化有无希望联系起来，警示并告谕人们解放思想的重大意

义，从而为全党重新确立和形成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思想认识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既包含党的思想路线，也包含党的政

治路线。通过解放思想形成党的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不是个小问题，这

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

不对头。”“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出来了也贯彻

不下去。”④政治路线已经进入到人们的客观实践过程。邓小平说：“首先是解

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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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党的思想路线属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政治路线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范畴。从邓小平

同志的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次序：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逻辑次序显示着解放思想对

于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先导和法宝意义。

其次，解放思想是探寻和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根本问题的锐利思想武

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和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之前，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

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没有人敢于怀疑，因为这是

经典作家、政治理论权威和书本上早有的定论。在权威主义和经学方法牢牢

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时，人们不加怀疑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然而，

邓小平断言：“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②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问题，

马、恩、列、斯、毛的书中其实都有论述，从本本的角度讲，什么是社会主

义并非不清楚，邓小平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搞清楚，其实说的是符合中国

具体国情和客观实际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搞清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

讲是主观和客观未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邓小平所追求的是关于社会主义

的认识（主观）须与具体的历史的中国实际（客观）相符合、相统一。具体

的历史的中国实际是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与这样的实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的确没搞清楚。邓小平从中国具体实际出

发，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 在社会主义这一本质规定中没有出现马、

恩、列、斯、毛所肯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邓小平同志把这两条

放在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和条件的地位了。试想，邓小平同志如果也

按马、恩、列、斯、毛的本本，而不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不是从马克思

① 转引自贾春峰编：《扎根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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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能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概括，新认识吗？根

本不可能。因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解放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

考的成果。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

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①对于本本上

有但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东西，要通过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予以否定；对

本本上没有，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东西要通过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加以创

新发展。没有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旧的僵化思想和教条迷信就不能抛弃，

新的中国化的思想就难以提出。

最后，解放思想是提出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

原则的前提和动力。当通过解放思想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之

后，就有一个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目的、原则还要有手段和途

径。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原则的手段和途径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要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目的，就要有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要有新

的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从而要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旧的上

层建筑和政治体制。因此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迫在眉睫。改

革的主要内容在经济上是要变革以往单纯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在以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

待的，在此情景下，不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锐利武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无法施行。马列的本本上没有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经济学家说西方的经济学词典中给市场经济下的定义中有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含义。因而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不能要，不能以市场经

济为指导和取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认为，“本本”、“词典”、“定

义”都是书本、主观、理论，本本、词典、定义究竟对不对，是否符合中国

具体实际，要经过实践检验。因此，必须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实践检

验真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手

段和工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

和工具。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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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

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①

市场经济当然是西方先搞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搞得比较好了，因此要

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好的做法。邓小平说：“多年的经验

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

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②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都是为了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建立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

本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来为其

开辟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由解放思想的成

果，即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不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在马列主义指

导和党的领导下进行，更重要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这些目标要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保障。不难看出，“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防右但主要是防

“左”理论，冲破姓“社”姓“资”束缚理论，以及“一国两制”政策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内容，都是在作为解放思想成果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核心认识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解放思想是开创和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法宝。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赖解放思想之法宝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依赖解放思想，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要依赖解放思想。

首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价值观是意识形

态的核心问题，将以人为本理解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恩格斯曾正确地指出：“所谓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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