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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访国防大学原副校长许志功 
 

 

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年以来，不仅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

础，就连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许多专家、民众也始终对其推崇备至。之所以如此，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

有的科学性、实践性、阶级性特征决定的。 

  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需要着重讲清楚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等基本问题。为了帮助读者深入认识这个问题，本

刊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学者、国防大学原副校长许志功同志。 

  记  者：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仅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

基础，就连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许多专家、民众也对其推崇备至。就在此次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时，西

方社会又掀起了一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为什么产生160多年了，马克思主义还能有这么大的影

响力？ 

  许志功：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所以到了当代仍然是引领

历史潮流的最先进的思想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理论体系的特征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科学性。它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不仅全面继承了西方

文化中最具价值的科学精神，同时它还科学地批判吸收了以往人类一切重要的思想成果，集人类思想

发展史以来的精华之大成。马克思、恩格斯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思想界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

类向何处去、资产阶级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他们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研究

了人类向何处去，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造了历史唯物论；研究了资产阶级向何处去，发现

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研究了无产阶级向何处去，发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

地位，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由此，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再只是人们

的猜想，而被置于现实社会的经济事实之上；埋葬资本主义不再仅仅是个别天才人物的事业，而是全

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不再只是理想的实现，而是现实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实践性。它不是产生于脱离现实的书斋之中，而是适应现实斗争



 

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产业革命一方面促

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一方面创造出一

个富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创造出一个贫困的产业工人阶级。从1825年起，连续爆发的三次

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向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

1831年起，欧洲连续爆发的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

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

思想武器，所以斗争还是自发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自发到自觉，必须有自己的思想武器。适应这种

需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又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在斗争实践中

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指导斗争实践，鲜明地体现出革命的批判精神。正是由于它能够引领人们改造

世界，从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的，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样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的。可以说，中国革命与建设的

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党就掌握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

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阶级性。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它的思想成果属于

全人类，但是马克思依然申明自己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因为自无产

阶级产生之日起，它就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是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最先进、最有觉

悟的阶级。无产阶级产生之后，就担负起了推翻旧制度，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在当代，

随着信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不断减少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大量知识阶层加入

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为工人阶级中最有知识的一部分。因而，工人阶级依然是当代代表着先进生

产力前进方向的最先进的阶级，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特征，决定了它经历了160多年时代发展变革的考验，却依然历久弥

珍。 

 

记  者：您谈得很有道理。可是，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理论，它能指导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吗？ 

  许志功：的确，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指导无产阶级革

命的理论。不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恩

格斯并没有亲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重大指导

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理

论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过时，至今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其次，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时也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

天才预见。至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则性预见，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依然闪烁

着真理的光辉。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其中也包含

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律，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适用，当今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

也适用。 

  记  者：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日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为

什么要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多元化？ 
 



  许志功：其实，这有一个正确处理社会的一元价值导向与个体的多元价值取向之间关系的问题。 

  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精神生活的多样化。不同的社会个体由于各自不同的

经济、社会地位，往往从各自所处的利益关系中确定和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它属于社会心理方面，

带有感性的、自发的、局部的性质，必然是多样的。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之一，有多样性，社会

才有活力。没有多元的价值取向，社会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有代表这个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即价值导

向。它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调节各利益集团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而自觉倡导的一种社会价值目

标，起着稳定社会的精神支柱的作用，往往是一元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导向，或者社会

价值导向乏力，缺乏统摄和引导的作用，就会使个体的价值取向偏离社会价值导向而各行其是，从而

造成社会运转陷入无序或混乱，这同样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既要认可个人价值取向的多样性，

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是由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

定的。一个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取决于经济关系的多种构成，而是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

经济、政治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主体地位，没有

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这个社会的领导阶级，因此，反映在上层建筑上，作

为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也必然是一元的。 

 

记  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辨析的观点：西方发达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

而为什么我们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可？ 

  许志功：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必然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历史唯

物主义告诉我们，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主导着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而且设计、反映和维护着它所

要求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本质上看，正是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反映着不同社会制度的根

本区别。这种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据这

个观点，很容易理解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也很容易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

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必要性。 

  当代西方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于这些国家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

的过去和今天都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

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是以自由、自主的商品生产

者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即个人本位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要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个人主义渗透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

领域，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它在政治法律关系中的必

然要求和反映，就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当代西方国家的宪法文献中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的规定，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规定，本质上讲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体现，都是以个人主

义为理论基础的。西方国家通过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极力维护个人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

地位，防止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可能是其他的



什么“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

因为它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成为执政党后，理应继续坚持这一指

导思想，而且应在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唯有这样，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才能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依据这样一种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当然要坚持它的指导地位。否

则，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存在多种所有制，但居主体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和要求，只能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指南。马克思主义

阐明，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不仅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

明，也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和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

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记  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然涉及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的？ 

  许志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而不能片面地、僵化地、教条式地对待

它。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来不

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依据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修正、补充和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反复强调，他的学说不是僵死的教条。恩格斯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

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列宁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俄

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提供的只有一般的指导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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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理论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发展与国情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

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是从时代的需要出发，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才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记

者 陈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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