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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源：唯物史观与文明建构

研究邓小平理论，要紧紧把握住他关注的基本问题。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

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探索邓小平理论的起

源，不能离开邓小平对这两大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可以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对传统社会

主义观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对上述两大问题的解决植根于对历史观问题的清理，对唯物史观传统理解的拨乱反正

是邓小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一，体系论。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

理解。他还专门对“什么是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作出阐释，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善于学习和运用这个

思想体系。重建马克思主义观，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心史观产生“两个凡是”，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实事

求是的核心就是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我们的革命导师“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

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这

些论述，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揭示了“两个凡是”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观根源。

第二，精髓论。针对“两个凡是”的语录标准，邓小平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髓的命题。邓小平指出，实

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

概括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事求是是毛泽

东思想的灵魂和根本观点，是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拋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

的损害，使国家遭受很大的灾难。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

看思想路线对不对。

第三，发展论。着眼于新的时代和新的发展，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通过解决中国

的迫切问题而实现的。为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邓小平强调：“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

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

夺取胜利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把普遍原理本地化、时代化概括为“中国化”或“中国特色”，

主张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是关于历史本质和发展动力的根本性原理和学说。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从根本上说，都源

于唯物史观。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唯物史观的

日常生活转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本质上都是对历史观

的拨乱反正。唯物史观的重新确立，才真正为工作重心的转移，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制定改

革开放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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