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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发扬革命传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2006-10-31  李挺  阅读597次

     

    在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全国人民大力倡导和实践

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时；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朱德诞辰120周年，大力弘扬革命传统之

际，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2006年年会于10月20日——22日，以“发扬革命传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

观”为主题，在四川雅安市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

院、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会议得到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来自川内各

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代表60多人到会。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 

    

    会议由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杨先农研究员主持。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孙成民、四川农业大

学党委副书记邓良基、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映光先后发表致词。会议主要围绕“长征精神”、

“朱德精神” 及党的优良传统、党的重大事件、革命领袖风范对当前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意

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大会学术气氛十分浓郁，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现将会议发言及提交论文主

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省社科院孙成民副院长在发言中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个不断丰富、发

展、提升的过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弘扬和发展长征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荣

辱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表现在：长征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有机结

合的产物；长征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长征精神和社会

主义荣辱观都体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四川农业大学李弘毅副教授在《践行“八荣八耻”，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一文中认为，从“两个务

必”到“八荣八耻”都内在地蕴涵着艰苦奋斗精神的红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两个务必”，树

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风尚，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教育学院政教系胡晓萍老师在提交的论文《长征精神、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

建》一文中认为，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爱国主义情怀的源泉。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和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里程碑。社会转型时期“重义轻利”与“经济

人”价值取向的冲突，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冲突，使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弘扬长征精神，用长征精神重构国民的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朱德精神的多方面研究 

    

    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国家和军队

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今年是朱德诞辰120周年。

为缅怀朱德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弘扬朱德精神，有相当一部分提交的论文开展了对朱德多方面和细致

的研究。 



    

    绵阳师范学院的李超教授在提交的《朱德、毛泽东伟大人格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中指出，“朱毛”

使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拆分的最佳搭档和最优组合：在心理上共同的爱民情结，在行为上共同的坚持不

懈、坚韧不拔，在认知上共同的刻苦好学精神，在生活态度上共同的对挫折的巨大容忍力，在品质上共

同的谦逊豁达，在道德上共同的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等，使他们在人格上始终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同

时，又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成分、理论思维与实际操作成分、战略宏观思维与战术微观思维成分、

坚持真理和正确原则的尖锐与平和成分等人格差异。正是“朱毛”两个伟大的人格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人

格之间的相互补充，才构建了“朱毛”人格的珠联璧合，才使“朱毛”人格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格的精

华，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人格基础和人格保证。 

    

    西南民族大学的张为波教授在其《试述朱德公共政策思想》中一文从朱德的公共政策的群众参与思

想、朱德的公共政策的实事求是思想、朱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平战结合政策思想等三方面探讨了朱德

的公共政策思想。 

    

    省社科院徐黎编审则认为，朱德不仅是创造“实事求是用兵新法”的伟大军事家，同时体现他求真

务实精神的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有远见卓识的：如朱德要建立托拉斯经济组织的观点、要发展综合性经济

区域的观点、要因地制宜发展农副业经济的观点、要开发山区老区、要发展旅游业、要建立经济监察制

度、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等。这些观点都先后被党中央所采纳、肯定。 

    

    三、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研究 

    

    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映光教授在《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精神》中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

代精神予以了阐述，他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坚持科学发展

观的根本体现，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三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保证，四是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的内在要求，同时他还联系“八荣八耻”荣辱观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了

进一步论述。 

    

    电子科技大学的王建老师在《“八荣八耻”新荣辱观的思想渊源探析》一文中，以荣辱观的历史发

展轨迹为主线，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由来。他指出，中国传统荣辱思想就以“仁”为核心

是孕育新荣辱观的深厚土壤，中国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凝结出宝贵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荣辱思

想把社会以阶级划分，使人民的内涵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而实现了荣辱观的历史性变革；中国革命与

建设时期的荣辱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在道德建设和革命、建设

的实践中；“八荣八耻”的新荣辱观是对以往荣辱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它坚持以人为

本，发展了荣辱思想中的为民思想，它坚持民族优秀传统，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坚持与时代

结合，指明了道德荣辱观念的历史使命。 

    

    西华大学的施维树副教授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特征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

“八荣八耻”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系列阐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社会价

值。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具有强烈的的现实针对性，又是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内在要求，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杨先农会长在会议最后对会议发言进行了点评和总结。杨先农研究员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朱德精神”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资源，是构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此次会议对此进行了理论探

讨，达到了预期的学术交流目的。杨先农代表学会向大会汇报了2006年学会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同时结

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学习，为学会明年的工作方向和研究

重点做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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