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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 毛泽东思

想与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

关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 ,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

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

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

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1](p.826)讨论毛泽东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 对于我

们全面地理解这个理论体系 , 更好地发展这个

理论体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中国共产党就开

始在理论和方向上探索未来中国的发展 , 得出

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毛泽东

发表的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

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献是这种探索

的集中表现。在这些文献中, 毛泽东提出了“民

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 社会

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2](p.651)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

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

民主主义的社会”, [2](p.672)“然后, 再使之发展到第

二阶段, 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p.672)正

因为有了这样明确的理论和方向 , 中国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后 , 迅速向社会主义

时期过渡。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起 , 中国共产党就

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

艰辛而又伟大的探索 , 它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

的 28 年 ,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

智慧的结晶 , 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探索。它集中

体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 路 ”、“什 么 是 社 会 主 义 和 怎 样 建 设 社 会 主

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

探索上。

周建明

从毛泽东思想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兼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探索

[摘 要] 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

产物 ,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走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 , 对什么

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提出了重要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

路线、独立自主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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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 走中国特色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 ,

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

心。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 , 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 , 不拘泥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教条 , 不受外国经验的拘束 , 根据

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道路, 依靠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

三大法宝 , 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 , 取

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 毛泽东同

样 强 调 中 国 搞 社 会 主 义 必 须 走 自 己 的 道 路 。

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 “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

切地联系起来 , 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

则。”[3](p.203)“我国是一个东方的国家 , 又是一个

大国。因此 , 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

己的许多特点 ,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 而且在将

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

的许多特点。”[3](p.143)坚持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命题。

二、毛泽东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 到

1981 年的建国三十二年中,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这些成就主

要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的 : 一、建立

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型政权 ,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

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二、实现和巩固了

全国范围( 除台湾等岛屿以外) 的国家统一 , 根

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

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 形成和发展了五十

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

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

阶层人民的大团结 , 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 , 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

作的 , 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 , 包

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

统一战线。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

略、破坏和武装挑衅 , 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

立, 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四、建

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 , 基本上完成了对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基本上实现了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

了 ,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 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 逐步建立

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 生产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

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七、城乡商业和对

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八、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 城乡人民的健康水

平大大提高, 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九、人民解放

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在保卫

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 人民

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 , 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

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 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 , 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 , 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

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

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发展

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 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

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

的正义斗争 ,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

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 维护世界和平 , 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

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

发展。[1](pp.794- 797)

不容否认的是 ,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

的经验不多 , 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

偏差 , 但是 , 改革开放前我国取得的成就还是

主要的, 这些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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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 , 是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 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

续前进的基础 , 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

期的重要发展。今天 , 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在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 , 它们仍

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例如 ,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

义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 , 毛泽东曾

明确指出 :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

力。”[3](p.22)“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要依靠

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 , 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

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 , 以便迅速克服我国

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 , 使我们的国家和

人民富裕起来。”[3](p.144)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概括。这个概括凝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

慧,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

乱反正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

利于”为准则 , 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进一

步提出科学发展观 , 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

识又向前大大推进了。

又如 , 进行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 , 是我们

党的一贯主张。毛泽东曾指出: “中国的改革和

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

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

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

人。”“但是, 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

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 , 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方向 , 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

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3](pp.386- 387)

按照这个说法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过程 , 也就是不断改革的过程 , 共产党人要领

导这个改革过程。更广义地来说 , 可以把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的过程 , 都理解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

个伟大的改革的历史过程。而且 , 在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之后 , 改革还将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而不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勇于

改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

再如 ,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在

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明确指

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 导 我 们 思 想 的 理 论 基 础 是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4](p.554)他还多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

重要性 , 并进一步指出 :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

质, 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

导。”[3](p.146)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些内容, 也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 , 它也成为邓小

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 ,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同时 , 提出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称之为“一

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方面 , 如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中国的工业化

道路 ; 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制度 ; 中国的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 中

国的公共服务体系 , 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基础教

育;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文化建设; 中

国的国防建设等 ,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都曾

作过有益的探索并奠定了基础 , 从而使我们国

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 也为改革

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的是 ,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过程中 , 毛泽东等曾犯过严重的错误 ,

使我们国家不仅错失了尽早进行现代化建设

的机遇, 也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是对毛泽东等所犯错误的拨乱反正 , 也正如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所说的 , 是坚持和发展

了毛泽东思想 , 特别是实践了毛泽东曾提出

的, 但还没有充分地和成功地实践的思想 , 深

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

认识, 使我们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中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但是 , 如果忽

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忽视在这个时期作为中国

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对改革

开放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具有

的指导意义 , 忽视坚持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邓

小平等几代领导人一贯的主张 , 则并不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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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也不利于我们来总结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

期的历史经验。对此 , 邓小平也明确说过: “从

许多方面来说 , 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

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 把他反对

错了的改正过来 , 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 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 我

们也有发展, 而且还要继续发展。”[5](p.684)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之处 , 在于坚持了毛泽

东思想 , 纠正了毛泽东等所犯的错误 , 并大胆

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实践 , 从而不仅在理论

上, 而且在实践上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 , 邓小平理论以及

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 都是对毛泽东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初步探索成果是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 : “在无

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 , 农民和其他小

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 建设一个具有

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

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

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p.831)党的建设贯穿于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整个过程。毛

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 作为党的领

袖 , 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 , 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 我们党确立了以下立

党之本: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共产主义而奋

斗的理想 ; 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路线 ; 以实事求是为品格的

思想路线 ;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 团结和依靠广

大农民 ,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的阶级路

线; 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 中国共

产党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优良的党风 ,

包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

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 ③党内民主集中制

的制度;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作风; ④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⑤等 , 这是我们党能够维护

党的纯洁性和始终保持战斗力的根本保障。毛

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 是我们党

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 ,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

下 , 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封锁的环境中 , 能够战

胜敌人, 夺取政权 , 建立新中国 , 并使社会主义

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屹立不摇 , 取得巨大成就的

根本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党的建设是我

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 , 也

是取得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成就的保证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

全会上 , 毛泽东就告诫全党 : 夺取全国胜利只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

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 工作更伟大 , 更

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 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6](pp.1438- 1439)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始

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我们党的重大问题来对待。

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 , 毛泽东高

度重视党如何避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和如

何避免党的官僚化问题。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因为胜利 , 党内的骄傲情绪 , 以功臣自居的情

绪 ,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 贪图享乐不愿

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可能生长。因为胜利, 人

民感谢我们 , 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

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 , 这点已经得到证明

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

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 , 他们

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 , 他们在这些敌

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

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59 页相关论述。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7- 1428 页相关论述。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8 页相关论述。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5- 606 页相关论述。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40- 1444 页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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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6](p.1438)防腐蚀, 永

不沾, 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思想建设上的一项

艰巨任务。

成为执政党之后 , 中国共产党面临滋长脱

离群众的危险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把防

止党的领导和干部脱离群众 , 反对官僚主义作

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他指出: “当革命胜利

之后, 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

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 ,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

导工作人员 , 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袭

击, 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专行、

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

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

性。⋯⋯为此 , 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

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3](p.63)根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 毛

泽东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 , 他

提出了要搞马列主义 , 不搞修正主义 ; 要为大

多数人民谋利益 ; 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 包括

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 ; 要讲民主 , 不要

“一言堂”; 自己有了错误 , 要作自我批评 , 这五

条标准。[7](pp.85、86)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培养与

选拔提出了重要的标准。

为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 , 毛泽东多次希

望通过政治运动来清除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

的腐化变质现象 , 以至于对国内和党内的资产

阶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夸大的估计 , 陷入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中去 , 多次在国内和

党内搞政治斗争 , 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给 中 国 人 民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损

失。但是 , 在总结这种历史教训时 , 我们也看

到 , 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希望寻找一种能不断

清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黑暗面

的方法。邓小平曾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 , 也

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

样一次大革命 , 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

发的。”[8](p.149)毛泽东在 1967 年曾对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 : “过去我们搞了

农村的斗争 , 工厂的斗争 , 文化界的斗争 , 进行

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但不能解决问题 , 因为

没 有 找 到 一 种 形 式 , 一 种 方 式 , 公 开 地 、全 面

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

暗面。”[9](p.220)应当看到, 毛泽东提出的如何清除

共产党内部的黑暗面的问题 , 至今仍需要认真

解决。党的建设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 , 需要

我们去探索。

新时期在党的建设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 , 就是要坚持

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 它仍然

是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财富 , 同时把

这个毛泽东提出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毛泽

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是我们在今天和将来仍然必须坚持和贯彻执

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 , 党内不管是

什么人 , 如果违背了党的宗旨 , 不认真贯彻党

内生活准则和不坚持党的优良作风 , 都会对党

和人民的事业、对党本身带来极大的危害。这

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要时刻

牢记的。

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至今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认为 , 毛

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 , 体现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

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

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

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除了这些方面之外, 决议

还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

面 , 即“实事求是 , 群众路线 , 独立自主”。[1](p.832)

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

体从哲学的、政治的高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概

括, 并把它作为整个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毛

泽东思想的这三个核心内容与我们今天所要

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同样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分别来重温毛泽东思想

的活的灵魂的这三个方面:

第一 , “实事求是 , 就是从实际出发 , 理论

联系实际 , 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p.833)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

的大讨论, 以及由此引发的“解放思想”运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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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实践———改革开放 , 和中国共产党

十七大强调的坚持解放思想 , 坚持改革开放 ,

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 , 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和世

界的实际出发 , 去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 , 而不是从理论教条出

发去提出问题 , 不是盲目地从外国的经验出发

去认识问题 , 也不为自己固有的成功经验所束

缚, 这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固有的观念, 改

变已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 , 从实践中寻找解

决问题的办法, 这就是坚持改革。邓小平指出:

“实事求是 ,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 是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基础。”[8](p.143)今天我们无论是解

放思想还是坚持改革 , 其根据就是实事求是。

今后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 还必

须根据实事求是。

第二 , “群众路线 , 就是一切为了群众 , 一

切依靠群众 , 从群众中来 , 到群众中去。”[1](p.834)

它包含了三层含义 : 一是党的宗旨 , 就是为了

人民群众。“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 党是为人民

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 , 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

的一小部分 ; 离开人民 , 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

不但都会落空, 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1](p.835)

从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宗旨

的规定 :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 它与以

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脉相

承的, 而且也看到了党的存在和工作方式 , 那

就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 时刻与人民群众同

呼吸 , 共命运。二是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的信

念。它来自于我们党在长期敌我力量悬殊的艰

难环境里革命活动的经验总结 , “只要我们依

靠人民 , 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

的 , 因而信任人民 , 和人民打成一片 , 那就任何

困难都有可能克服 , 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

们, 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1](p.834)毛泽东凭借着

这个坚定的信念 , 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条件

极为困难的情况下 , 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

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三是工作方法。实践,

理论 , 再实践 , 是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把它付诸实践, 就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

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

工作时 , 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 , 必须从群众

中来, 到群众中去 ,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 一

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 , 把群众

的意见集中起来 , 化为系统的意见 , 又到群众

中坚持下去 , 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

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

更生动、更丰富。”[1](p.834)这样 , 毛泽东把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与党的工作 , 也就是革命与建

设, 在群众路线中统一了起来。可以认为, 在改

革开放过程中 , 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发展 ,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 实际上都是

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结果 , 它的落实 , 需要与坚

持群众路线相统一。

第三 ,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 , 是从中国实

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

论。”[1](p.835)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到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 也因

此而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一

点的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我们全方位对外

开放和西方的敌对势力力图分裂我们、瓦解我

们、和平演变我们的时代尤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 “毛

泽东同志一贯强调,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

量的基点上, 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

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尤其必须主要依靠本

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

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 要信任和依靠

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否则, 无论革命和

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当然,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

世界之外,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外援, 特别需

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

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

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 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

较落后, 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

国, 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决

不允许奴颜婢膝, 卑躬屈节的表现。”[1](p.835)很显

然 , 今天我们坚持对外开放 , 应是在坚持独立

自主精神前提下的对外开放 , 而不是放弃以我

为主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从对外开放 30

年来的经验看 , 今天存在的主要问题 , 已经不

是闭关自守的问题 , 而是要做到对外开放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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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独立自主的内在统一 , 以免导致在一些重要

产业中公有制经济、民族产业失去主导地位以

及国民收入不当的流失。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

重温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并更好地贯

彻这个思想的原因。

五、结束语

我们今天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内在

联系 ,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全面把握什么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把握我们的历史 , 是把握中国

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深刻地认识毛泽东

思想, 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个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 ,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我们不断从

实践中总结和推进理论发展的同时 , 还必须学

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毛泽东曾指出: “今天的中

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义者 ,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 ,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承继这一

份珍贵的遗产。”[2](p.534)同样 , 在学习、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 , 我们也

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 , 特别是要学习毛泽

东思想。对这个问题 , 邓小平曾非常明确地指

出过: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

旗帜, 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 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 不

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 , 这同我们

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

这个全局。”[5](p.684)并指出 , 这不仅是理论问题 ,

也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的这个

告诫今天对我们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这个概念, 是为了更好地统一全党思想 ,

使全党同志更自觉地用这个理论体系来指导

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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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ffects of different degrees, which have not only injected vigor to the government systemand to a great extent en-
hanced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 but also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R eviewing the tendency in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not only help to summarize and conclud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but als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direc-
tion of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more accurately in the future.( LIU Jie)

A Few Points o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having created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oad, i.e., safe- oriented and
timely adjustment, allowing debate and clearing standpoint, standard advoc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ur party has ac-
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sum up, there are mainly two aspects: one is adher-
ing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ther is upholding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main focal
point of our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is to make the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recognized most widely through creating every possible condition, and 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pirit production and spirit consumption.( HUANG Kai- feng)

From Mao Zedong’s Thought 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Also on the
Great Exploration of the Leading Group of the Fir st Generation: Mao Zedong’s Thought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practice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is also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
dong’s Thought advanced such proposition as tak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viewpoints for “what is socialism?”, “how to build socialism?”and “how to build the party?”.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s Thought—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and independence, has still an irreplaceable guiding
significance until now. Studying and adhering to Mao Zedong’s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base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
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OU Jian- ming)

On Mark and Engels’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Marx and Engels in-
sisted that the cor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rganic unific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y seek the reason
of ecological crisis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point out its worldwide significance under world’s historical condition, and
Communist system is the final destination. Practicality, sustainability and contemporaneity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arx and Engels’thought. Now, we must derive the essence of Marx and Engels’thought and grasp the concept of scien-
tific development. Besides, we should strengthen mutual cooper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nternationally
and take to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eadfastly. Only then can we realiz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MIAO Chang- wu)

Mao Zedong’s Rich Exper iences in Dealing with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and the Histor ical Lessons: During
a period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Mao Zedong had to deal with abundant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guiding the CPC and Chinese people. From a
macro level,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aspects: one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with the peasant class, and the other with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these two aspects, Mao Zedong ha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s, but also left profound lessons.
The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ideas,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reference meaning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society.( QIU Shou- juan)

On Our Own Way: the Essential Mark of Sign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and presenting of the Thoughts on serving
the people has inevitable internal links with Zhang Side and Li Dingming. “Thoughts on serving the people”is the concre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ine, with its main focus on concerning people’s immediate interests. “Thoughts on serving the peo-
ple”has provided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socialist society construction.(LU Yi- dong)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Interest Harmony: Marx and Lenin had clearly dis-
cussed interest. Mao Zedong’s Thought on Interest Harmony formed in the year of revolutionary war. His thoughts on car-
ing for masses’lives, solving the land problem, and focusing on a few instead on all directions and so on, are all models of
harmony 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his speech on “On the Ten Major R elations”and “How to Deal With Contradictions a-
mong People ”, he made a systematical description on coordinating interest relations.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such
thoughts as people- 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
terests of all parties, are al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o Mao Zedong’s Thought on Interest Harmony.( YANG Kui)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Intra- par ty Regulation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on intra- party regulations have been made. A lot of common understandings have been made as
to the terms, structural system,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problems, main paths and oth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a lot of different opinions aris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task that party building fac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is problem, these researches are just a beginning. Therefore,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re-
search to broaden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CAO Shen-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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