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李君如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指出 ：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

代前列 ， 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

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 “要教育引

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

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 、 改变世界

的 ， 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

践力量。” 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中华

大地和在这片大地上繁衍发展的中华

文明 ， 近代以来历经百年坎坷 ， 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 经过百年奋斗 ，

创造了辉煌的今天 。 要问中国共产党

靠什么让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兴盛 ？

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理论产

生的思想伟力！

从毛泽东的一段精彩
论述讲起

在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最后一

篇文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中， 有一

段精彩的论述：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

主动。 从那时起，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

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

应当完结了。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 已经复兴了并正

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段论述， 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精神的关系。 中国人在精神上

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是从学会马克思主

义开始的。

这段论述， 第一次论述了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世界地位的关系。 中国人获得

了精神上的主动后，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

种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

代应当完结了。

这段论述， 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文明

的复兴问题。 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大

革命的伟大胜利， 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

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

由被动转为主动？ 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

国人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重新有了地

位？ 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民在革命

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中， 毛泽

东从历史、 现实和理论三个角度论述过

这一问题 。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

共计 70 多年中， 中国人用封建主义的

思想武器抗御资本主义， 打了败仗； 中

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器库学来了进

化论、 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

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 但也败下阵来。

是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

人， 使中国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

的武器。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中国人学

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

观和社会革命论， 第一仗就打败了北洋

军阀， 第二仗打败了蒋介石在长征路上

对红军的拦阻， 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 第四仗打败了美

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最后

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从理论的角度

来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

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的社

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

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为被中

国人民所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
文明的双重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

是， 中国人民 “学会” 了马克思主义这

个新的思想武器， 不仅是 “学”， 而且

是 “会”， 就是懂得并能够把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 掌握了这一思

想武器。

之所以要 “学”， 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和中华文明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更

不是取代的关系， 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弘

扬中华文明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虽

然诞生在欧洲， 但它是科学， 科学不分

中西 ， 能够指导西方 ， 也能够指导东

方。 同时， 马克思主义是同社会化生产

力及其代表工人阶级相联系的， 是比封

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任何思想武器更为

先进的科学思想。 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 对于 “中国文

化”， 既不是绝对肯定， 也不是绝对否

定， 而是认为这种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

的中国文化是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

形成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同时中国

文化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 因

此它具有两重性， 既有封建性的糟粕，

又有人民性即民主性的精华 。 在 《唯

心历史观的破产 》 中 ， 前者被称为

“封建文化 ”， 后者被称为 “中国人民

文化”， 即我们今天常说的 “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 当然， 这种划分不是机械

的分类 ， 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典

籍和作品内容的辩证分析基础上的 。

比如 《红楼梦》 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

又有民主性的精华 。 中国人民之所以

能够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 ， 就在

于学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

学了这个能够正确对待中华文明并十分

珍惜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这一份珍

贵的遗产” 的思想武器。

之所以是 “会”， 是因为中国人民

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己是和

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人， 不是离

开中国的特点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 而是自觉地努力使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日就强调：

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 “随时随

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中

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强调， 一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特别是其立场

观点和方法； 二要坚持在理论联系实际

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下研究和解决中国

问题 ； 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把中国人民创造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

论 ，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四要坚

持用新鲜活泼的 、 能够为中国人民喜

闻乐见的形式 ， 形成具有 “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 ” 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正是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马克

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

文化 ， 指出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是封建

主义腐朽文化 ， 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 ； 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振

作起来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 正以新

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 那种被

人看不起的历史应当一去不复返了 ；

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的胜利

的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

着中国人民的文化， 中国人民迎来的必

定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还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之所以能

够把 “学 ” 和 “会 ” 统一起来 ， 还因

为中华文明虽然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

的 ， 但又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 本

身就和反映自然界 、 人类社会和思维

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联

系。 《礼记·礼运》 早就指出： “大道

之行也 ， 天下为公 ， 选贤与能 ， 讲信

修睦 。” 这样的社会被称为 “大同 ” 。

这部著作 ， 许多专家认为 ， 大约是战

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

答问的著作 。 但书中提出的 “大同 ”

思想， 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这种 “大同”， 指的是尧舜时代 “公天

下 ” 的社会 。 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

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 。

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

《大同书 》， 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 ，

最后实现的是 “大同”。 民主革命的先

行者孙中山也以 “天下为公 ” 作为自

己的理想和追求 。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

这样的追求 ， 有这样的文化基因 ， 当

马克思 、 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传到中国的时候 ， 中国人特别能够接

受这样的社会理想 。 早期在中国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人 ， 并不都是后来的共

产党人， 他们中有同盟会元老朱执信、

宋教仁等人 ， 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

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 ， 都是追求

“天下为公” 的 “大同” 理想的人。 至

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

忠实继承者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

己的指导思想 ， 也包含了为中华民族

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民族追求 。 也就是

说 ，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 ， 绝不

是偶然的 ， 其中除了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的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性 ， 还由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 “天下

为公 ” 的 “大同 ” 社会 。 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 我们说中华文明和科学社会

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 中国共产

党人能够 “学会 ” 马克思主义就在于

我们身上具有这样的文化基因。

就是在这样的 “学” 和 “会” 并把

“学” 和 “会” 的融会贯通中， 马克思

主义让中华文明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也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

文明的双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迈向“强起来”

文明的觉醒 ， 从来就和民族的复

兴密不可分 ； 民族的觉醒 ， 带来的必

定是文明的复兴 。 马克思主义这种科

学理论产生的思想伟力 ， 对于中华文

明的伟大复兴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意义 ， 就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

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造了从 “站起

来”、 “富起来” 迈向 “强起来” 的百

年辉煌。

首先 ，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东亚病夫” 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鸦

片战争以来 ， 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

任务 ， 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 无数志士仁人的

一次次奋斗都失败了 ； 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 ， 那些右倾或 “左 ” 倾路线的代

表人物也失败了 ， 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了 。 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 ， 从中国实际出

发找到了独特的革命道路 ， 团结带领

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 “东亚病夫 ”

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其次 ，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 在新中国

成立并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后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

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 立志要把

“一穷二白” 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 让

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 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宝贵经验 、 理论准备 、 物质基础 。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 开始了在

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新探索 。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到 21 世纪。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接着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国共产

党就是这样 ，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再次 ，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始了中华民族从站

起来 、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 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呈现出新的阶

段性特征 ，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 这意味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与此同

时 ， 世界范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演

愈烈 ， 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 ， 又带来了严峻的新挑战 。 党的十

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 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 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 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 发生

历史性变革 ， 推动党的面貌 、 国家的

面貌 、 人民的面貌 、 军队的面貌 、 中

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今天， 我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经济总量在 2020 年突破 100 万亿元 ，

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 特

别是 ， 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 ， 现

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 我们在民主法

治建设 、 教育科技文化建设 、 社会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 国防和军队建设、

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 也取得了历史

性的进展。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不仅根本改变了中华文明 “被人看不

起 ” 的历史 ， 而且豪迈地开始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 、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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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百年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历经两年零九个月
艰苦卓绝的战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图为195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

军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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