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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创新理论

廖可铎 赵志翔    2008-12-29 10:57:13    来源： 光明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党最

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回顾30年的伟大历程，我们可

以深切地感受到，解放思想是创新理论的前提，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是创新理论的强大动力。 

  在不断解放思想中创新理论 

  纵观我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观点的每一次突破，理论体系的

每一次创新，理论宝库的每一次丰富，都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是对客

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真理，正是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

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这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解放思想。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党经历

了几次大的思想解放，但最具影响力、首开新时期思想解放先河的还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

论。由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春雷炸

起、电闪划空。邓小平同志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坚定地领导和支持这场大讨论，使我们冲破了“左”的

思想枷锁的束缚，使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也为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开辟了广

阔的空间。 

  解放思想,就是冲破既有的思维定势,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高度重视理论概括、理论创新的党，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建设与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还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也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即吸纳中国优

秀文化精粹，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和风格来表达真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成

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解放思想，就是要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品质所决定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多

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

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理，在俄国

也不同于中国，“我们绝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他们所创立的学说，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

据，以时代发展为条件。我们只能用时代的实践发展“本本”，而不能用“本本”框住发展的实践，这就

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开拓理论上的新视野，作出理论上的新概括。“理

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要使理论之树常青，就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法宝。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发展理论 

  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它强烈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实践基础，理论产生于实践并指导实践，

又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一）科学理论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理论的创立是与所处时代波澜壮阔的实践分不开的。我们经

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个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指时代条件，这个与时俱进

的“进”，则是适应、进步、发展，就是伴随着时代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划时代

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

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其一，从国际背景看，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科技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

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追赶时代前

进潮流。我们党要做到有效应对，就必须创新其思想理论以作为行动的指南。其二，从国内情况看，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

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党要做到有效应对，同样必须创新其思想理论以对实

践进行指导。在当代中国，之所以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

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就在于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对时代特征做到了及时回应、科学回应和创造性回

应。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孕育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自己的理论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一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

关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可这条路究竟怎么走？“马克思没有讲过，我

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这种实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给予回

答。这种回答，就要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出发，“要说新话”，“要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这个新话

就是党的创新理论。事实说明，当改革开放实践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就会催生社会主

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当改革开放实践迫切需要回答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就会催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应该明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开拓和深入

的。思想认识、理论概括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开拓和深入的。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

互动发展过程。同时，实践是经常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不断根据变化的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因此，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就成为必然。 

  （三）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结晶。党的十七大报

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系统总结了关于“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

 



验，最本质的结合，就是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依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

色结合起来。这十条宝贵经验，不仅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理性认识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对建设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成熟的认识与把握。这种认识与把握，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

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历程，是我们党在理论上不断进行新创造的过程，是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一以贯之。实践一再证明，在

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无止境，创新无尽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实践性、创造性、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它会在伟大的实践中，不

断得到新丰富，不断获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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