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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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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实践

的宝贵经验。借助马克思主义，现代无产阶级第一次具有了阶级意识，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历

史主体。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显著标志。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

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

的主义能够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借助马克思主义，现代无产阶级第一次具有了阶级意识，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

历史主体 

  现代大工业，造就了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这一阶级概念依据了以下四大客观事实：一

是，无产阶级是随着大工业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形成发展的，是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

新生阶级；二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生产资料失去了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

“解放”的方式不是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以“联合起来”的方式拥有生产资料，是体现了

新生产关系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三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阶

级，这意味着它可能形成阶级意识，摆脱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依附，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的阶

级；四是，无产阶级经历了异化劳动的严酷磨练，不仅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群体，也是坚忍不

拔、纪律严明的可组织力量。 

  人民群众要真正成为历史主体、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现代无产阶级出现后才成为可能。

这不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才具备实现解放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备认识本

阶级地位和解放条件的历史主体条件。但是无产阶级也并非天生就能做到这点，它只是依赖马

克思主义，才获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原因在于，任何少数剥削

者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必然利用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优势地位，使被统治者处在

“自发”状态，使其成为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附庸，从而认同这种统治。尤其在资产阶级民

主形式下，“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

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

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4卷第172页）因此，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提出不同于剥削阶

级的阶级要求，这就需要接受先进理论武装。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

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邓小平在谈到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重申了与恩格斯相似的观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

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

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

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

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173页） 

  这一自我意识集中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普选制的破解上。资产阶级普选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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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更不是人类理智的极限和历史的终点，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完备形式，是适应资产阶级

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对立社会中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制度。但是，它

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依赖于任何阶级的独立和普遍性外观，“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

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

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

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

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

页） 

  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空喊“自由、平等、博爱”，而是

提出与资本自由扩张根本不同的阶级要求，形成本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消灭阶级”。

“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

议不用‘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代之以‘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

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

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8页）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就在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使之把“消灭阶级”的独特要求，变成本阶级的自觉

行动。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工人阶级才能认识和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 

  无产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即把自身组织成为政党。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

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

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610页）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显著标志。列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理论斗

争是和政治、经济斗争相平列的无产阶级政党三大任务之一，“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毛泽东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提并

论，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邓小平更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为“配套工程”。党的十七大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宝贵经验概括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根本在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

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一切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思潮，必定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 

  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到今天有人提出“先进思想资源并

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其目的都是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其结果都是搞垮共产党。必须明确，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充分有效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根本

改变现状的“解释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搞多元化，而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

践则必须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因而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列宁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恰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

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即便原来是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民主党），

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看似各种思想平起平坐、一律平

等，但在资本主义占优（包括今天的“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对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体系的抵制和超越，作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同时，还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决不

只是某些卓越个人的思想，而且还是党、阶级、人民集体奋斗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因而其

本身就是向实践开放的科学体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自

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

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

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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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

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

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

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

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邓小

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页）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我们之所

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

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

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

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看作“学风”，其实质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他指出，“学风

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

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

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他大力倡导的是“有的放矢”、理论和实

际相结合的学风。邓小平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

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

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

－259页）胡锦涛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时，在充分阐发了“十个结合”后指

出，“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

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不断发展自身中才

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但是对人类社会这一发

展规律的具体认识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根

据和政治形式，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给了我

们把民族命运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的世界眼光，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还要靠我

们创造性的实践去开拓。在我们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在改革开放实践

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更好地发挥了指导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

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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