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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
四条界限，即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
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
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 限。划清重大原则是非的界限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的重要内容。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划清重大原则是非的界限首先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
指导思想。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自身必须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
的、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这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 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 而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
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党才有可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
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
何处发展，从而才有可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①而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像列宁
警告的那样，党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②苏联共产党被
解散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放弃了社会
主义道路，提出了一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按照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改造党，共产党就迅
速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按照这一理论来改造社会，社会
就迅速由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按照 这一理论来处理政治斗争共产党在敌对势力的进攻面
前，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出政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划 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共产党来 
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O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指导实
践，党就能够发展壮大，无往而不胜;相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党内占了 
主流地位，这个党必然四分五裂，其后果，轻则改变 性质，力量大大削弱，重则遭到解散，亡党亡国。
这 类事例，屡见不鲜，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
立以后，我们党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的大环境
下，我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是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 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既没
有 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 义勃勃生机。"③这一原则也完全适用于党的其他历 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人类
社会和思维 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 遍真理。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进行革命和 建设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胜 利，这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世界 观、方法论，决不像某些人说的
那样会随着时代的变 化而过时，或者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的部分适用、有 的部分不适用。我国在改革
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老祖宗不能 丢"。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就
的根本保证。 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国家都应 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的变
化，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环境，提出的新问题，得出新的结 论，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
义本国化，从而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飞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 论形态
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是共性与个
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 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 共性，也
没有失去共性的个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 这是
共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 
运用，因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谈不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



体 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脱离了实践，这些 基本原理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存在。作
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
据中国的具 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今中 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坚
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也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科学，它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正如列
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④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在
第一国际时期曾经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晚年还系统
地批判了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这些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肃清了各
种错误观点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影响。 19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思潮，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
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 主
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也充满了马克 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
的斗争。就拿改革开放这30 年历史来说吧。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 是举世公认的。回顾
这30年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改革开放 的历程中，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
条件，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 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必 须划清马
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便排除 干扰，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
马克思主义思潮，概括起 来，有两股性质不同的思潮。一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 潮，这股思潮打着弘扬
传统文化的旗号，要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这套主张虽
然得到国外某些人的支持，然而 听起来十分荒唐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一是复辟资 本主义的思潮，邓
小平把它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竭力宣传和推行的思想，主要的就是资
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 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 任务。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
穿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 程，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这样，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项任务， 明确地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⑤ 这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
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从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情况看，这股思潮大
体上有这样几种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
观领域主要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历史学领域则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近年来对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影响的思潮，它的基本理论和核心观点是，第一，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即所
谓的“经济人假设”) ，私有制是与人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
而公有制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注定没有效率，因而改革必须实行私有化。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是历史唯心
主义的观点。自私自利是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自私观念随着
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它不是人的亘古不变的本性。但是在“经济人假
设”的影响下，我国有的地方出现了私有化现象，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遭到削
弱。第二，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迷信市场的白发作用，否定国家调控职能，要求彻底抛弃计划这种手
段。这是同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的。我们主张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
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体制，而不是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要注意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
与市场结合起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影响下，我国有些地方放弃国家的调控，听任市场
自发发挥作用，甚至一些公益领域也出现市场化倾向，提出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的口号，引起了
群众的不满。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泛滥。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融
合、相互交汇，未来世界是两种制度的“大混合经济”； 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尤
其反对暴力革命) ，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反
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所谓的“宪政民主”， 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对共产党的工人阶级
先锋队性质，主张把党改造成为“全民党”实行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甚至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
党；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们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用“价值目
标”界定社会主义来取代用“经济制度”界定社会主义；他们吹捧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攻
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搞了所谓的“暴力社会主义”，而且“遭到了失
败”；他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好的模式，主张我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
路。有人甚至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歪曲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
义，等等。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在一些重要刊物、重要论坛上频频出现，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
滥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道路，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⑥ 这就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党中央还明确提出，中国决不搞民主社会主义。这
表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 严肃的政治斗争。 

最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另一种形式一一所谓“普世价值”，在我国得到了蔓延。有人提出， 民
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就是“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有必要区
分姓“资”姓“社”中国不应强调特殊性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据说“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就是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
明中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
程”。有人还提出"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他们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
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 
“普世价值”一度成为报刊上十分流行的概念。这就涉及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在价值观领域，是提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贯彻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价值观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
思主义的斗争。 

应该指出，世界上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因为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的基本特
性是社会性。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不一样，对同一个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是不一样的，价
值始终是具体的，因人而异。在阶级社会里价值具有阶级性。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
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不过他们把它封为“普世”的，要求在中国推行这种价值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制
度。一些敌对势力炮制的颠覆我国政权的行动纲领，正是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理论依据这恰好揭示
了“普世价值”的实质。 

在历史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历史虚无主义。 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就其本
质和主流而言， 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成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这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以后我们又经过社会
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
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壮丽的一页。但
是，有人要求重新评价历史，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他们指责中国选择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变
革，造成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
历史”，革命只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是一种单纯破坏的力量，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于是，革命
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的说法甚嚣尘上，所有的革命者都遭到攻击和诬蔑。 

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建国以来我们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土
改、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建设、政治制度等等一一加以攻击，提出“从
1949年以后都是错误” “要树立这样一个绝对纬度， 1949年是一种堕落”， “1949年之后，是不正当
的，不自然正确的，是荒唐的”，因此，要“删除 1949，恢复191 ，要从一个根本尺度上抹掉”。他们
得出结论：建国以来走的道路错了，“以俄为师”， 共产党“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
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进
而要求“以英美为师”，“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
实质。上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说法不同，使用的词藻、具体观点也不大一样但实质都是一样
的，它们是一脉相通的。从政治目的来说，它们归根结底都要求我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走
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有的是以美国为榜样，有的是以西欧为榜样而已。它们在政治上要求取消
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
上，要求废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 在思想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句话就是实行西方资本主
义制度。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都是它们的出发点。它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当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然后由此推理出各种政治结论。在经济上，他们
把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私思想当作人的本性，从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结论，要求推行私有化;在政治
上，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那种“自由”、“民主”、“公平”看作是“天赋人权”是上帝赐予的
东西，具有“普世性”然后要求按照这些“普世”的价值来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观来看，他们都
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的全部论点都是建立在否定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
础上进而要求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 

所以，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性质上是一样的，它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国改革
开放的历程充分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方面，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斗
争，这种斗争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并在其苗头一出现时就予以抵制和批判，清
除它们的影响，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的根本保证。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是短期的任务，不是通过一次性教育就能够解决的。这是因
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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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
背叛，而是整个时代的社会产物。”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应该这样看。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
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依仗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消灭
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这种战略是由他们的帝国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决不会随
着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改变能够改变的只是这种战略的实现形式:当用军事的方式不能达到目的时，就采
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把
“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我国进行渗透，这种态势将长期存在。在帝国主
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有的人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
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不奇怪的。只要帝国主义不放弃“和平演变”战
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不会消失。 

从国内的情况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
济体制的改革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因而应该长期坚持。多种经
济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理 论。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当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
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有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土壤。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说，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以产
生的国际原因。我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存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得以产生的国内原因。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在我国实现现代化以前将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
下，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必将长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
而不断变换而已。 

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防止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蔓延要提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历来有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抽时间
阅读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向全党推荐读五本书，说“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
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几遍或者看他一 
两句”。他说，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读经典著作了，“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
条， 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⑧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说
“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
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
复杂，更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在，
我们的干部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只要认真对待，通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毋庸讳
言，一段时间里，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这种风气是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最大障碍。要养成浓厚的全党读书、尤其是攻读经典著作的氛
围，多读书、读好书，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这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
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就能够看清它的本质，与它划清界限，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句话，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现实问
题，这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求是》2008年第1期。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中国共产党章程》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而奋斗》第1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 2007年版。  
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7、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2010-4-8 8:48:00 点击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