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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改变理论的颜色米 
— — 兼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张 选 吴晓东 

(上饶师范学院政法系，江西上饶 334001) 

摘要：列宁引用的 “理论是灰色的”说法，是说明理论有局限性。改变理论 “灰色”的最有效办法就 

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始终保持着创新的理论品质．要实现理论的创 

新，，必须有勇气；有发展和继承并举精神；要为现实服务，把握时代精神、回答时代I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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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引用过歌德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如何理解 “理论 

是灰色的”的说法，又如何改变理论的灰色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以为，要改变理论的 

颜色，使其“灰色”变为常青之绿，根本的方法就是创新。 

在自然界，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构成了我们所看到一道鲜亮的景观。在这鲜亮的景观 

中，什么颜色都可以有，惟独不能有灰色。这是因为灰色带来的是昏暗，给人以消沉的感觉。在现实社 

会中，我们追求的是鲜亮的景观，同样我们不希望有 “灰色”。列宁引用的 “理论是灰色的”说法，无疑 

是说明理论有局限性，我们必须正确、清醒地认识理论的品质。 

理论最主要的局限是受实践限制，这是 “理论是灰色的”的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来自实践、为实 

践所检验，这是理论的立身之本。离开实践，就不可能形成理论，更谈不上鉴别理论的对错。其次，服 

务实践、以指导实践作为归宿，这是理论的存在之纲。一切理论归根到底都是为实践服务的，不能指导 

实践的理论，都没有存在的意义。再次，随实践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得以发展，这是理论发展之力。 

理论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实践对理论的强烈呼唤，实践对理论品质起决定作用。不能在实践中不断改变内 

容的理论，都将被淘汰。其实，关于理论受实践限翩的局限，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有重要论述， 

古今中外许多学者也都有此类表述。如中国宋代的朱熹就说过：“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答 

潘子善》)。明代的王守仁也说：“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传习录上》)在国外，费尔巴哈说：“理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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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 爱因斯坦说：“理论所以能够成立，其根据就在于它同大量的 

单个观察关联着，而理论的 ‘真实性’也正在此。”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指出：“凡在理论上必须争论的一 

切，那就先干脆用现实生活实践去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理论是受实践所牵制，无论内容还是形 

式，都由实践规定。然而，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发展的，实践自身也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实践限制的 

理论，又如何能克服其局限性呢?正如列宁所说：实践 “也是这样的 ‘不确定’，以便不至于是人的知识 

变成 ‘绝对”’。 这样，“理论是灰色的”也就不奇怪了。 

理论的第二个局限是它缺乏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说过：“实践高于 (理论)认识，因为实践不仅 

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 这里，不同于实践的理论缺乏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是很显 

然的。什么叫做直接现实性呢?其含义是指既客观存在，又直接和客观事物联系，和客观现实达成一致。 

缺乏直接现实性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只停留在主观意识中，而难于和客观现实达成一致，准确反映客观事 

物。卢梭则在 《爱弥尔》中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理论。如果你想使他懂得你所 

说的道理 你就要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应当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所了解。 缺乏直接现 

实性就会出现 “干巴巴”，这是必然的，也是其 “灰色”的表现。 

理论的又一局限是它始终无法达到与社会变化和时代前进的完全一致。任何理论都必须不断发展， 

如不发展就很难达到与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相适应。我们知道，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 

中，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是变化无穷、丰富多彩的。社会不断变化，时代不断前进，不存在任何 

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正是如此，毛泽东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 

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然 

而，毛泽东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 

完结。”。“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许多理论是错误的”。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理论是需要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但理论要达到与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完全一致也是难 

以做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 

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存在所谓的 “永恒真理”和 “终极真理”。这就是说，任何理论 

都不可能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理论的 “灰色”必须改变。改变理论的 “灰色”绝对不是要消灭理论。我们说改变理论的颜色，其 

目的就是要克服理论的局限性，使其鲜亮起来，成为构成现实世界的一大色彩。 

理论的 “灰色”能不能改变?回答是肯定的。综观当今各种理论，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守旧、 

封闭，“灰色”照旧，甚至是越来越浓，越来越昏暗：一种是创新、开放，“灰色”已逐渐褪掉，其颜色 

正变为常青之绿，呈现出鲜亮的光彩。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列宁有关理论所说的另一句话：“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引用了这句话，说明了“理论是重要的”及理论在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 “理论是灰色的”到 “理论是重要的”，虽然是就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理 

论而言，但实际上也指出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能够改变 “灰色”的、形成 “鲜亮的色彩”的理论的。 

可见，理论的 “灰色”是完全能够改变的。 

如何改变理论的灰色?古人云：“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谢 

榛：《四溟诗活》)“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旬旬古无。吐故吸新，其庶 

几何?”(袁枚：《续诗品·著我》)从这些话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即：改变理论的灰色的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创新。 

为什么创新是改变理论的灰色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理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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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随之前进，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大胆进行创新。只有大胆创新，我们才能从那些脱离实 

践、脱离时代的不合时宜的理论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克服理论的局限， 

从而达到改变理论的 “颜色”，褪掉 “灰色”，使其 “灰色”变为常青之绿。 

创新是由其理论使命决定的。任何理论都是有鲜明的使命，而完成其使命是不能不创新，达到与时 

俱进的。如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可谓一目了然，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了 

实现其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创新。正因为如此，在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也就有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今天，有了 “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就像一棵大树，之所以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它始终保持着创新的理论品质。马克思 

主义改变理论的 “灰色”，其最基本的做法往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具有着扎实的根基和充分的 

养料。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将自身置于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认识发 

展的长河中，不断吸取、消化历史发展所提供的材料，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扬弃过时的和不正确的成 

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 

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作为根基和养料，马克思主义肯定无法长成参天大树。 

第二，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中凸显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充满着鲜活的生 

气和灵气。批判性、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具 

有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曾以 “怀疑一切”作为他的座右铭，他的每部哲学著作都融进了批 

判、创造的精神。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 

深刻批判，创造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新哲学；他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著 《神圣家族》， 

就是“对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著作，也是以“批 

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的方式完成的。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 《唯物主 

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的 《实践论》和 《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都是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中完 

成的。理论不能没有批判和创造，有批判和创造才会使理论显示出生气和灵气。 

第三，立足于实际，紧扣时代特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有了肥沃的土壤和 

充足的阳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创建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一 列宁主义 

阶段。在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 

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紧扣时代特征而创立和发展的。今天，我们提出的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 

想及社会主义和谐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也是立足于目前我们面临的实际，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需要。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和阳光。事实证明，脱离 

实际和时代，任何理论都无法生存。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第四，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理论 自身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作 

为真理，马克思主义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同 

时期，根据不同条件，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内容。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 

数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修正和更新；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的理论，是对列宁理论所进行的修正和更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在对毛泽东理 

论所进行的修正和更新。邓小平曾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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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 

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 

的任务。”m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可以改变，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也可以改变，这就 

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也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曾经讲过：老祖宗不能丢，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实际上肯定了上述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创新上的基本做法。老祖宗不能丢，是说要重视前人的理论：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是说我们的理论要同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走 

出新路子。所以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邓小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敢于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基础上大胆进行修正和发展，同时又能对自身理论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 

科学论断和正确决策。这表明邓小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勇于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 

论彻底改变了理论的 “灰色”，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青之绿，达到长盛不衰。 

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了 “灰色”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理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长盛不衰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长盛不衰，是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能够在结合新的时 

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 

历一个半世纪后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发展史上，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和有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不同时代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 

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 

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要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作一种静态的东西加以固守。纵观整 

个人类认识史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其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创新，就 

不可能改变理论 “灰色”的颜色，也就没有理论的未来。 

对理论来说，要做到改变 “灰色”，实现创新并非是容易的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的干扰， 

而且要紧扣时代特征和时代赋予理论的历史使命。 

首先，创新要有勇气，正如鲁迅所说：“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 

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 

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指出：“没 

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 ‘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闯”、“冒”、“气”、“劲”就是勇气的具体体现。可见，没有勇气就没有创造， 

没有创造也就没有创新。因此，创新，就要有大无畏精神，就要有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创新离 

不开探索。探索意味着创新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意味着创新中会出现失败，会犯错误，会遇到挫 

折。因此，在创新中不要怕犯错误，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有 

“上下求索”，才能达到彻底改变理论 “灰色”的僵化守旧的思想观念，开拓出新的路子。 

其次，创新需要发展和继承共举的精神。创新是由其理论本质决定的。我们的理论应成为是发展的 

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这就是理论本质。创新的真谛是发展。发展是改变理论 

“灰色”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理论只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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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才能具有生命力。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 

例证。因此，创新需要有发展精神。同时，创新也需要有继承精神。创新的根基是继承。正如同在生物 

世界没有变异就没有进化一样，没有遗传也没有进化。进化是遗传和变异的统一。这是自然辩证发展的 

规律，是历史进步的规律，也是改变理论 “灰色”的不可逾越的规律。理论只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 

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开放性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体系，其 “灰色”才能改变。 

再次，创新要为现实服务，把握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完 

善，是对理论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今改变理论 “灰色”的历史契机。要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紧密结合实 

际，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回答时代课题，勇于推进理论创新，使理论具备旺盛的生命力。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推动理论创新，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发表24周年时，一方面肯定 《宣言》中 “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 

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H列宁在这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如我国有学者就说过：“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要投 

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就是列宁的风格，列宁的特征。他不是书呆子，对他来说，理论只有 

为现实服务时才有意义。一切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这是列宁的座右铭。”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及 

列宁是如此，毛泽东、邓小平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综观 《毛泽东选集》和 《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为中国现实服务的、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回答中国时代课题的 

历史巨人。 

总之，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历史阶段的产物。环境变了，阶段变了，理论必然要变。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改变理论 “灰色”的问题。“变”，就有一个理论能否随着社会环境、历史阶段的变 

化而实现创新的问题。能够自我更新，及时修正不适应新环境、新阶段的过时的东西并能及时根据新环 

境、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形成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有活力的理论，其 “灰色”就会改变成 “常青之 

绿”。这正是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中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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