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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经典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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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经典阐释 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实践 

发展 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的逻辑必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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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与 

时俱进是指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 

发展，具有不断地修正、补充、发展和完善的特质。 

它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要善于总 

结在实践中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经典 

阐释，它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显示 

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精神内核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品质，是 

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我们 

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他们的理论是 

发展的理论，他们从未把自己的学说当成终极真 

理，而是根据时代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 

形式和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不主张树起任 

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强调理论的运用都要随时 

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曾明确指 

出，我们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 

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时代 

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 

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 

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决不把马克思的理 

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 

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该抱住昨天 

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 

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 

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他还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 

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 

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 

异常剧烈的变化。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早在 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 

义》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 

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 

本’，但是一定 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 的本 本主 

义。”[1 J(P 011～1’z)而且毛泽东还讲过：“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 

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 

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词 句，而应 当把它 当成 革命 的科学 来学 

习。”[ ](P533)中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邓小 

平电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应该把马 

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 ，提出自己的方针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 

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 

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 

们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 

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 

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 

误。” (Pt65)从以上可以看出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精辟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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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精神内核。 

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的 

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是一种 

提法和口号，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实践的需要，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的基本要求。科学的实践 

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 

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 

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 

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 

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马 

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 

社会现实生活、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 

实践以及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 

定了它的不竭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它要求我 

们一定要适应时代的发展，以新的社会实践来检验 
一

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正确运 

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能指导我们经常 

变化了的实践，也才能在实践中显示强大的生命 

力。因为离开本国的实际和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 

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 

立起来没有出路。实事求是和理论创新要求突破 

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依据新的实际寻求新的规 

律，以形成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能用本本 

去框住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因为它始 

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 

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 

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 

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 

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 

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 

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 

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 

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篇章，要发扬 

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 
一 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所 

以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主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我 

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和正在做的 

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着眼 

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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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且要求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 

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我们始终与 

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的 

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 

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 

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 

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 

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具有大跨度时空范围内保 

持活力的内在素质，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自我 

发展、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因时 

因地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活 

力量，把它推向前进，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硬 

的教条，不分时间场合照抄照搬断章取义；要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由于时过境迁而对现实失去 

指导价值的某些具体观点和个别结论，正确审视， 

决不能死抱住不放而使思想僵化；要对马克思主义 

所不断面临的新实践新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提 

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理 

论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和指导社会实践。因为马克 

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 

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 

根本方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 

界、社会和人的思维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 

发展之中，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 

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 

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 

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一直在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 

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提出新的观点、新 

的思想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衡量一 

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看它们是不是正确，站得 

住站不住。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 

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的科学。因为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客 

观世界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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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的运用也要不断进步。所以要看到《共产党 

宣言》发表 [50多年来f}}界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 

等发生的重大变化，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 

的重大变化，还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 

作 、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要 

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 

和崭新课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 

思主义者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 

践，才能取得成功；“躺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 

思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 

的讲话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 

东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 

展，太阳是在发展，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 

是世界。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 

马克思主义。这说明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用于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用 

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 

克思主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马克思主 

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等沦凋， 

反对在发展和创新的幌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种种错误言行。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又 

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我们要 

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而教条式地对待 

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 

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 ，用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所以，“我们决不能停留在 

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 

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 

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J( )。 

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的 

逻辑必然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 

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 

机遇和有利条件。然而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事业 

遭到了严重的挫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危机。 

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上刻意宣传“马克思主义 

死亡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论”、“破产论”、“马克 

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马克思主义过时 

了”等，这使我们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面临着一个严 

重的挑战。国外敌对势力在思想、政治、文化和经 

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 

透和颠覆活动，企图使我们在精神上解除对马克思 

主义的政治信仰。所以要用世界眼光去考察马克 

思主义。因为在当前我们要在非常错综复杂的国 

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形势在不 

断地变化，经常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善于应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和实行正确的 

政策，善于把革命的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始 

终做一个清醒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它要 

求我们既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又要用 

世界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充分体现 

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 

召力。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暂时面临严重 

的困境，处于发展的低潮，但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 

产主义社会经过长期奋王卜必然实现。世界在变化，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迫切要求我 

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今 

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新的全球 

化时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实践结构和生存方式， 

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回应 

全球化挑战中和回答全球化问题中，把自己推进到 
一 个新的发展水平。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 

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加以审视， 

从全球范围内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去认识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意义和未来，总结世界社会实践的新经 

验，借鉴西方人类文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 

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 ，作出新概括。也只 

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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