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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历史逻辑 坚定制度自信
必须用历史的长镜头考察和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意义
刘靖北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

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

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

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 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历史担当， 充分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必须用历

史的长镜头考察和认识、 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历史

意义， 从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
必然趋势 ， 苏联制度模式的
失败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
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揭示了人类社

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及其发展规

律。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人

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的最后一种社会形

态。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

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 而是要结束一

切剥削压迫制度， 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阶

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全新社会制度，开

辟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马克思、

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

会状况，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深刻揭示了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

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 对未来社会主

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

想。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犹如壮丽的日

出， 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

身解放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

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

践， 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主要

是理论上的、预测性的。至于这些理论和

设想如何付诸实践，有待后人来解答。

100 年前，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领导十月

革命取得成功，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 但是，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

如何建设、 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新

社会、 新国家是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

克党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新课题。 为此，

列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 创造

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 但他终究没

能解决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有效

治理国家问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

政治体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

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 不重视人民

的权利、 不重视发挥国家制度的治理效

能等， 随着时间推移， 苏联国家制度和

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 国家治理的

功能日益衰竭。 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试图

进行调整， 但由于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

确方向， 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终于导致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世界社

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 然而， 历史总是

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的， 社会主义

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苏联制度模式

的失败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 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鸦

片战争表明，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

制制度已经腐朽不堪， 无法应对日益深

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为了挽救民

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不屈不

挠、 前赴后继地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

制度模式。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

多党制、 总统制等各种形式， 我们都尝试

过，但都失败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

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也送来一

种全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 在领

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 我们党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不断思考未来

建立什么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

题。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

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对我国未

来的国家制度和组织架构进行了深刻的阐

述。不仅如此，我们党领导人民为建立新的

国家制度进行艰辛的探索和实践， 土地革

命时期， 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 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

制度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

立以延安为中心、 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

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通过召开

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

府。 这些探索实践为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建

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造性地运用

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之中， 逐步

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

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

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

保障我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

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充分显

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越性。 与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

这边独好” 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一些被迫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

国家， 不仅没有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还

导致国内党争纷起、社会动荡、经济滑

坡，有的甚至国家战乱不断。 即使一些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也陷入全方

位困境和危机而难以自拔。

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

创造，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

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也为那些希望

既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全新的制度方案、治理模式。

我们要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时代意

义和世界意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制度自信， 奋力开辟我国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

境界， 更加充分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
长，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授）

这家沪上剧场，让儿童演出成为“新年俗”

海外网红儿童合唱团连续五年来沪跨年，出票年年“秒杀”———
这是欧雯第五年抢购意大利安东

尼亚诺小合唱团新年音乐会的门票。

她与另一对父母结成了 “抢票同盟”。

四个家长四部手机， 守在网络信号好

的地方，抢购 1 月 2 日晚场的八张票。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新年最有仪式感

的事。 ”欧女士感慨。

这支被叫作“安团”的合唱团，是

意大利平均年龄最小的“国宝级”合唱

团体 ， 连续五年来沪跨年演出 。 自

2015 年被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引入中

国“首秀”，演出场次逐年增加，甚至辐

射到南京、北京，而且热度依旧不减，

票务“秒杀”更是常有。

随着上海演艺市场的繁荣， 跨年

演出正日渐细分出多种类型、 体验丰

富的复合型文化活动：古典音乐、芭蕾

舞剧、民乐演奏、戏曲演出，好不热闹。

如今，与安团意籍小伙伴一起唱歌，也

逐渐成为上海小朋友的新年俗。 这也

折射出儿童演出垂直市场的火爆。 六

年运营，被小观众昵称为“大鲸鱼”的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已成为中外优质儿

童演艺资源的集聚地。至2019年底，剧

场演出场次达到2741场， 观众人次超

过126万。 这样的数字，甚至与一座综

合性剧场相当， 印证着一座城市对文

化艺术不断提升、细分的需求。 而今，

“大鲸鱼”正孕育出“小鲸鱼计划”，将

这份文化获得感辐射至整个长三角。

从三张票买到五张
票， 把美育教育藏在新
年音乐会的仪式感之中

早在安团音乐会开票之前， 不少

微信 “妈妈群” 已经开始讨论抢票攻

略。“相比于 12 月 31 日与 1 月 1 日的

跨年场来说 ，2 日的演出票更容易抢

到。 这是因为第二天一早不少孩子要

上学。公益场率先开票，不过一个人只

能买两张。我们家需要五张票，所以只

能先买两张‘保底’，等抢到了正价票

再将公益票转给其他需要的宝爸宝

妈。”欧雯向记者分享自己多年累积的

抢票心得， 那种购票成功的兴奋感好像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她的兴奋是有理由的。 安团创立于

1963 年 10 月， 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儿

童合唱团。别看团员最小的只有三岁，其

“天籁之音”却享誉世界。 早在千禧年之

初，就有网友自发将其译介到中国，在各

大视频网站热播。合唱团中，那个用白色

丝带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弗朗西丝卡，

也就此成为中国的小“网红”，被网友盛

赞为“天使在人间的声音”。

2015 年 ，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率全

国之先引进这一团体。 也就是那一年，

欧雯夫妇带着三岁的大宝恩恩观看了安

团的演出。 恩恩是中福会儿童合唱团的

成员， 最初买票主要是出于对孩子进行

艺术熏陶的考虑。 可在现场， 不少家长

都被小团员清新透亮的童声所惊艳。 更

重要的是， 小合唱团员在台上那种自由

轻松的表演状态， 随着律动自由摇摆，

甚至摆弄衣角的小动作也丝毫不妨碍合

唱的完美演绎。 “我们也看过维也纳童

声合唱团那种学院派的表演方式， 最后

孩子还是选择了安团。” 欧雯说， 慢慢

地， 恩恩自发地克服了意语障碍， 自己

哼唱起安团的曲目。 后来双胞胎妹妹出

世， 又成为新的拥趸。

安团与中国小观众建立了深厚情

谊。 随着来沪演出的增多， 小团员还学

习了中文曲目 《同一首歌》 《茉莉花》，

邀请小观众一同演唱。 值得一提的是， 在

今年演出前， “大鲸鱼” 上海儿童艺术剧

场还安排一群中国小朋友走进录音棚， 录

制了安团金曲中文版 《爱自由的安吉拉

拉》。 相比于中国儿歌， 这首意大利童谣

旋律更为复杂多变， 可录音棚里的中国小

朋友丝毫不怯场， 在轻松的氛围中顺利完

成。 随着安团金曲中文版的推出， 这个海

外优质演出品牌走出了一条美育内容输出

的新路径。

从 “引进 ” 到 “输
出”，“大鲸鱼”正领航长
三角儿童演艺市场

如果说引进海外一流剧目做出市

场“爆款”，是为满足上海家长孩子日

益提高的文化演出需求， 那么从制作

优秀剧目的中文版起步， 涉水制作与

普及项目， 则有带动中国儿童剧演出

创作不断发展的雄心。

作为“大鲸鱼”首部自制剧，《我要

飞，去月球》中文版已经演出 120 场。

相比成人剧动辄数百演职人员规模、

华丽布景与巨额投入， 面向孩子的作

品则不是以恢宏场面、 明星阵容取胜

的。《我要飞，去月球》这部西班牙多媒

体剧全程只有一位演员， 与多媒体屏

幕上的动画互动， 赢得家长和孩子的

一致点赞。该剧的姐妹篇《看不见的朋

友》也于 2019 年 6 月制作完成，已经

通过上海市民文化配送平台进入社

区，演出了 21 场。目前，两个剧目不仅

走进上海各区的社区和校园， 也已经

走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成

为剧场继安团新年音乐会后， 又一拓

展剧场溢出效应的文化产品。

“小鲸鱼计划”致力于扩大“大鲸

鱼”这个上海文化品牌的影响力，从剧

场空间辐射至社区、学校，并走向长三

角地区，将“大鲸鱼”的内容、服务以及

品牌价值观以文化输出的方式得以进

一步传播。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总经理梁

晓霞说：“目前背靠‘大鲸鱼’每年数百

场的演出，我们已推出22 个演出剧目

或艺术教育项目，用于对接各地剧场、

校园和社区。 我们希望将 ‘小鲸鱼计

划’打造成上海的一块新的文化品牌，

惠及更多长三角区域的学校和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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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剧透”的悬疑话剧如何抓住观众
《电话谋杀案》《东方快车谋杀案》《12 个人》等申城热演

新年将至， 话剧舞台上正在上演的

多部悬疑作品 《电话谋杀案》 《东方快

车谋杀案》 《12 个人 》 点燃了观众的

热情。作为上海演出市场的热门剧种，悬

疑话剧在上海经历了 20 多年的发展。不

过，改编于希区柯克、阿加莎·克里斯蒂

等的知名作品，又有影视剧“剧透”在前，

这些悬疑作品如何抓住观众？

话剧 《电话谋杀案》 这几天正在中

国大戏院首演。 这部舞台作品有一个闻

名世界的 “老大哥 ” ———1954 年由希

区柯克执导的同名惊悚片。 这部老电影

凭借其中设计与反设计、 假定与反假定

的巧妙布局征服观众， 成为影坛悬疑类

型片的经典之作。

珠玉在前， 中文版话剧还能令人耳

目一新？ 与其他悬疑剧不同， 《电话谋

杀案》 是在一开始就把什么时候、 在什

么地方将会发生谋杀清清楚楚地告诉了

观众。

在一个装修考究的客厅里， 一通电

话将观众拽入一场阴谋中。 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演员许圣楠饰演托尼 ， 表面看

他与赵雨程饰演的玛戈之间相敬如宾，

但实际上，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妻子与推理

小说家马克斯之间的私情而愤怒，另一方

面，更是觊觎着妻子丰厚的家产。 为此，他

找来无赖里斯科特设计杀妻……明知剧

情走向， 中文版话剧在舞台上打造了一

个“全能视角”，随着剧情慢慢推进，观众

将比剧中人物提前知道故事将如何展

开———“门后有人，却要看着一无所知的

剧中人将门推开”，这种创作手法让许多

观众屏息凝神， 专注于剧中人的反应和

故事的进程。

安福路 288 号同样成了 “探案现

场”， 这里上演的英国 “推理女王” 阿

加莎·克里斯蒂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 》

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故事。 对于侦探波洛

这个 “大 IP” 来说 ， 已经经历了不同

形式的改编与搬演， 东方快车上谁是凶

手， 几乎所有观众都了然于胸， 那么还

能给观众看什么呢？ 担任导演并担纲中

文编剧的林奕， 按照阿加莎对舞台剧的

设计， 在剧中加入了一段之前案件的回

溯， 让话剧讲述的故事更为饱满， 给熟

悉剧情的观众带来更加逻辑严密的推理

体验。

话剧 《12 个人 》 同样也是一场预

先知道答案的辩论 。 故事讲述了一名

16 岁的男孩被控杀害自己的父亲 ， 法

庭上的证据极具说服力 ， 只要 12 位

“陪审员” 一致认定其有罪， 就可以将

男孩送上电椅。 临时被召集来的 “陪审

员” 是 12 个普通人， 素不相识， 有着

各自不同的生活、 利益和经验。 看似已

成定局的判决由于其中一人的异议而变

得复杂起来。 故事根据编剧雷基纳德·

罗斯自身经历改编而成， 不仅出现过多

个舞台剧版本， 也先后在美国、 日本、

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被拍摄成电影。 2010

年， 话剧 《12 个人 》 在沪首演 ， 获得

票房和口碑双赢， 并引起业内外广泛热

议。 首演至今的九年间， 大约有 50 位

男演员参与过该剧的演出。 在对真相抽

丝剥茧的探寻过程中 ， 12 个人的表现

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看点 ： 清一色男演

员、 短兵相接的台词对抗、 层层深入的

逻辑推理以及充满爆发力的表演， 让过

程的演绎比谜底的揭晓更为精彩。

意大利安东

尼亚诺小合唱团

是意大利平均年

龄最小的 “国宝

级” 合唱团体，连

续五年来沪跨年

演出。 自 2015 年

被上海儿童艺术

剧场引入中国上

演“首秀”，演出场

次逐年增加。

(资料照片)

与其他悬疑剧不同， 《电话谋杀案》 在一开始就把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将会发生谋杀清清楚楚地告诉了观众。 这

种创作手法让许多观众屏息凝神， 专注于剧中人的反应和故事的进程。 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