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研究——“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共同主

办、国立华侨大学协办的“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于今年4月24—27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40

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在诸多问题上取得共

识。 

一、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代表们指出，首先应当充分肯定，邓小平捍卫、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

进。邓小平曾在毛泽东领导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共同奋斗，并且是毛泽东开辟的事业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毛泽东生前曾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贡献正在于这个领域。 

代表们指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及时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与此同时，邓小平针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错误思潮，坚持科学理解、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从而保证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与会代表还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中，邓小平坚定地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

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代表们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背景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表现于各

个方面。 

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出“东西南北问题”即“和平与发展是

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和世界重大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坐标。 

又如，从我国具体国情和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并实事求是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寻求把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一贯重视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早在上个世纪40 年代，他就深刻地阐述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对于如何粉碎帝国主义的

文化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买办性文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这些指示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

开放以来，他根据现实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

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坚决反对文化事业中“一切向钱看”和精神产品商品化的不良倾向，尖锐批评某些文化工作者堕

落为“惟利是图的商人”，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正确方向。 

二、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要以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研究。 

代表们指出，要继承邓小平的遗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紧要的就是必须研究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亟待解决的

现实问题，诸如“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问题，社会结构问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

题，如何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战略问题，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问题，等等，通过这

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按照邓小平“从人类的高度”看待发展问题的观点，从东西南北关系的角度，特

别是南北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脱离南北关系讲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 

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绝不能回避问题，而是要通过分析和解决问题来实现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就

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现在理论界要反省的恰恰是如何从虚假问题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代表们还指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因为对马克

思主义者来说，理论与实践是内在统一的。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出发，所以才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中国人民创造生活、改

造世界的热情和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改变生活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自由

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内在地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邓小平理

论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是以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为切入点的，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实现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二是对自

身的批判。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的自我批判性和自我超越性。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发展。 

有代表指出，必须反对和杜绝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阳奉阴违的态度。例如，邓小平在1983年就尖锐地批评了

“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可是至今有关部门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号下大搞精神产品商品化，某些“理论家”

不遗余力地为此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口头上大讲“三个有利于”，实际上却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歌功颂德；在“解

放思想”、“观念变革”的幌子下大搞思想走私，贩卖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等。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声誉，我们绝不可与这种恶劣风气同流合污。                （高飞乐刘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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