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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活的灵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提供如何

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完整答案。马克思逝世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留下了许多“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是对这些“空白”的不断填补，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坚持正确的有序的可持续

改革和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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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被世界各国人民不断地解读，人

们以此为指导，努力去寻找合乎本国国情的社会主

义科学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

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必须坚持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活的灵魂，在理论和实践上

不断地填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的“空白”，继续坚持“两个可持续”，即正确有序的

可持续改革和健康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对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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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

义观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曾在世界上掀起了波澜壮

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

阵营”。然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列

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

上陨落，东欧以及东亚的１１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仅

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生活水平、幸福指

数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去甚远，有的甚至在

近年还以“在三年内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作

为奋斗目标，有的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

上大打折扣，有的处于彷徨和困惑之中，等等。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这激起人们的认真反思和重新

解读。

勃朗科·霍尔瓦特（ＢｒａｎｋｏＨｏｒｖａｔ）曾说：“马

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它的灭亡的（批判的）

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１］１４８－１４９由于

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提供一整

套建设未来共产主义问题的完整答案。正如他们

指出的那样：“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

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

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

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

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

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

方程式。”［２］６４３现在已由马克思所处的１９世纪蒸汽

化时代进入了２１世纪信息化时代，时代发生了巨

变，人们决不能仍停留在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去

解读社会主义，而应该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高度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教

条。正如霍尔瓦特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

思结论的重复，这些结论适合于１００年前的历史状

况。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属于马克思学，而不是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如果马克思活

在今天他可能采取的方法。”［１］５－６．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

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

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

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

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３］社会主义社

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不能用形

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有本质区别和

对立的一面，也有相通的一面。例如：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

宏观调控理论，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干预或调

整，缩小了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通过国家对市场

经济的宏观调控，平抑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了

经济稳定增长。列宁曾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

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

义。”［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延安根据地就提

出过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进行改革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６月 ２３日《解放日报》的《欢迎华莱士先

生》的社论和尔后不久的社论中表明了学习美国的

观点，并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

需要的改革。”（注：指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及时任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

问美国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

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

利的条件。”［５］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

义是社会主义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通过

长期和平竞争、共处协作达到互利双赢。各国人民

走各自具有本国特色的道路，最后殊途同归，共同

发展到一种新的社会，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

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填补着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留下的“空白”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洛特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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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科学评价马克思崇高伟大一生的讲话，他

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

人感觉到。”［６］“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后人，

有待后人探索的“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这些“空白”的不断填补，是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

运用。

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个别人的认识能力

又是有限的，这个矛盾要在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

的世代中解决。正如邓小平所言：“在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

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７］２６０“绝不能要求马克思

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

供现成答案。”［７］２９１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认识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与此

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由于人们

认识上的灰色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是朦朦胧胧的，向资本主义学习是羞羞答

答的，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封

建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

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

求人们去研究它。”［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方法、优良

学风和基本理论的统一，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紧

密结合。我们说的实际，是历史和现实中真实存在

的情况；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与

现实解读，就是要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与现

实的社会主义实际联系起来，并进一步认识、理解

和实践。现实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具体研究的对象，

即具体的社会形态，这就要求我们把握现实中大

量、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要把握现实中与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相悖的事实；还要把握新

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正在不断发展的事实，特别

是具有趋势性的事实。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

求。它必须把握时代内容，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

代精神。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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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４离

开本国社会主义实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实际和时

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没有意义。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的

紧密结合，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发展

着的现实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不断填补着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留下的“空白”，不断完善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今的解读是什么？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为前提，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

践创新。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不唯书、不照旧、不

照搬，又不走歪、不走邪、不走乱，学习西方而又不

失去自我的中国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应用于中国的具

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习近平说：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９０多年奋

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

持、不断发展”。［９］目前，我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对于人类创造的所有先

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方法要正大光明地去应

对，该学的学，该补的补，该改的改，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

　　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必

须坚持“两个可持续”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选择打开

国门、走向世界，转变观念、改革创新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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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发展之路。实践

表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必须继续坚持“两个

可持续”，即正确的有序的可持续改革和健康的科

学的可持续发展。

（一）坚持正确的有序的可持续改革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更要看

到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

后，经济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许多迫切需要解

决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付出了资

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的高昂代价；贫富差距

过于悬殊，１％的家庭掌握了全国 ４１．４％的财富

（据世界银行）；腐败已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造假

层出不穷；食品安全失控；人们普遍存在信仰危机

和信任危机；一切向钱看，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时

有发生；等等。这些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共产党

的执政地位。吴敬琏曾尖锐地指出：“中国经济社

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１０］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已

经成为中国的改革难题：“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

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

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

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

此。”［１１］因此，改革的共识和动力需要再凝聚。人

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改

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资本与权力的“联姻”“裙带”

关系网及既得利益者组成的牢固的利益集团。他

们控制了庞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足以阻挠改

革进程，影响社会走向。我国的改革是否能继续进

行，经济社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我们是否能

够化解困境，这些都需要中国领导人更大的勇气和

胆识。

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决不

是针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共产党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政党

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一种高度自觉；是

社会主义制度存续并适应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变迁

的内在要求；是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不断前进的一个

持续的动态过程。基于人亡政息的危机感和忧患

意识，党中央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３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南方考察发出了改革开放的

新信号，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一种姿态，即新一届领

导班子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

放之路，坚持改革开放信念不会动摇。

（二）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一直沿用传统扩大外延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避

免地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

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态势，我国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制约，经

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已经出现“新结构危机”。

因此，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环境和生态

建设，是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中国的很多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我国

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２０１２中国

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世界主要

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显示：

２００９年，在参与排名的７２个国家中，丹麦的资源环

境综合绩效或绿色发展水平最高，越南最低，中国

排在第６９位！

可持续发展不只是一个自然生态问题，更重要

的是社会生态问题。无论是非污染性的环境破坏，

还是污染性的环境破坏，都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相

悖的，它是人类耗散结构的一种“熵”。因此，要树

立健康、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的指导思想，发展不能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

难。同时，要把能否健康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作为考

察干部政绩的一个依据，如果当地的 ＧＤＰ上去了，

而变成癌症村了，还有什么政绩可言？制度建设是

实现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历了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到坚持“科学发

展”，发展理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科学发展就是接

受制度约束的发展。没有正确的有序的可持续改

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

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重要议题，强调：“建设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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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

计。”［１２］足见党中央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忧虑与

重视。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

的因素。”［１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可

持续”，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美国学者

弗兰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说：“任何政治

体制都会面临下滑趋势。之所以下滑，最有可能是

因为人们使用权力来增加其在体制中所享受的福

利。”［１４］事实也证明了执政者的权力腐败是导致脱

离群众，从而引起政治体制下滑的根本原因。黄苇

町在《苏共亡党２０年祭》一书中写到：“‘始终和人民

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志不忘的一条。但遗憾的

是，在苏共执政的７０多年间，恰恰这一条被淡忘了，

甚至丢弃了。”［１５］十八大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

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特别是要切

实、认真地遏制腐败，才能避免重蹈苏联亡党的覆

辙，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中国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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