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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真理永放光芒 

—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阐述，它的问世标志着无产阶级的独立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形成。正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

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

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

论。”今天，《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周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结出的灿烂硕果，让我们倍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巨大力量。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

客观实际也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时代，但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没

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真理永放光芒。 

  《共产党宣言》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未

来社会的走向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如何分析社会现象，如何看待人类社会发展，人们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正

确的方法。对于社会是如何发展的，要么归结为现象，要么停留在意识领域，而没有看到社会意识、

社会现象背后的物质原因。《共产党宣言》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揭示了整个人类

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生产力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标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共产党宣言》认为，由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人类历史上

任何社会形态的产生和消亡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都具有暂时的性质，其根源就在于物质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现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直至最后取得统治地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样，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力作为

最活跃的因素，它总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由此引起生产关系的革新以至上层建筑的改变，推动社会的

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由此可见，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以生产力作为社会解放和进步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动态发展的顺理成章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先进的、进步的，它创造了高于

以往一切社会的文明，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了许多方面的物质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又造成了社

会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

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

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实现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

最大障碍。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在

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断对其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企图

缓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但这种调节毕竟是有限的，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它

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却是不可抗拒的，生产力本身日

益增长的威力要求革除生产方式无能驾驭这种生产力的矛盾，当生产力“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

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 

  《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基于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推动生产力的进步紧密联系

起来，并且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自己的追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继承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在阐明人类社会整体统一性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化视野和开放性思

维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的有机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同区域的社会要素是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需求的增加、市场

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

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

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

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

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60年，但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仍非常契合。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带来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的逻辑，它发展的时间越久，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

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的流

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

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

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

的伟大历史转折。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

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对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也产生着

难以估量的影响。 

  当然，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完成。邓小平指出：“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与当今

时代相去甚远，因此，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该清醒、辩证地看待。 

  《共产党宣言》表明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只

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

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不是

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它必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

地丰富、发展，它的实际运用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要求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

进行理论创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不仅是正确对待《共产党宣

言》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

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

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

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对待马克

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深刻结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

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

形态，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 

  共产党人只有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劳

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宣言》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

的运动”。显然，共产党人没有同无产阶级群众相对立的利益，而是其利益的代表者和执行者。无产

阶级运动的成功与否，除了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外，还必须有一大批参与者作为力量之源。共产党人必

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

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始终把

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江西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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