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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源于毛，创于邓”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

鲁法芹

(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 20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要义有二:一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
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并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二是通过对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即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括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源于毛，创于邓”这一说法表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
承、无缝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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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的研讨。笔者不揣

浅陋，在总结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曾提出: 毛泽

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地位，

可用“源于毛、创于邓”来表达［1］。相较于十七大

报告，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又特别强调指出:

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

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

基础”［2］。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

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又强调指出: 把

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决裂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段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

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

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根据中央一以贯之的

精神，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

视角，再探讨“源于毛、创于邓”的说法，为学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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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

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标准提法，始见于

中共十六大报告。之前，首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

幕词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

大报告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

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十五大将之简称为“邓小平理论”。
如果说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顺应了汉语构词

简化的自然要求”［4］的话，那么十七大“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十八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界定，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中国模式已基本确立。
这一确立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又一次相结合的过

程，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毛泽东“第二次结合”命题的

提出。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5 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
该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成果尤其赫鲁晓夫的“秘密

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苏共、苏维埃制度、社
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重

大冲击和深远影响。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

密报告传出不久，就听胡乔木讲述毛泽东的心情

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

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

出一条比苏联好的道路来。”［5］走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就这样被提了出来。两个月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

又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

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

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问题在

于……，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

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7］。这一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

论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政

治报告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中，尤其凸显在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如何加强执政党

建设问题，以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

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

群众的联系等等方面;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更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

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

常任制。如此等等，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均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可见，走适合国情的

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首先是针对斯大林的

错误而发出的触动，涉及的内容无疑也是广泛的。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时曾说: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

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8］294-295。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

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探索上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正确的

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反复拉

锯，但这十年探索的总成就是“应当肯定”的: “总

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

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8］302 ;

对于发生错误的根源，邓小平将之归结为“左”的

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

‘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

了”［9］253 ; 而“左”的总的表现则是“对内以阶级斗

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9］269，从而导致了“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十年文革，邓小平更是认为

“走到了‘左’的极端”［9］137、“是极左”［9］237、“是一

场大灾难”［9］227、“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8］302。
概而言之，中国进入传统社会主义后的 20 年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吃苦头”: “‘文化大

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

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

就犯了‘左’的错误。”［9］269 统计资料表明，从 1957
年底至 1978 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

增长 3． 25 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 64 倍，国民收

入增长 1． 96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 5． 99 倍，农业总

产值增长 0． 84 倍［10］; 1977 年人均国民收入 280
元，20 年间只增加了 138 元( 1957 年人均国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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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42 元) ，年增长 6． 9 元［1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9 亿多人口，80% 在农

村，革命胜利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这

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2］。
正是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共识基础上，中国迎

来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重提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说: “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

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

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

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

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2-3 但是，随着改革开

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商品经济大潮也迅速席卷全

国，一部分人和地区率先富裕起来，尤其是伴随着

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大发展，虽然生产力得到了

解放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但改革的性质也

引起广泛质疑，不少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理论、路线和政策提出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

问。“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似乎已经是解决了的

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对象。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就等

同于消灭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消灭了

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

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13］119。关

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都有论述。大体说来，毛泽

东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公有制 +
计划经济的社会，这是区别于其所创立的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首要标志。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经毛

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

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里写道:“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

础”，也 就 是 要“完 全 消 灭 城 乡 资 本 主 义 的 成

分”［14］。换成周恩来的话语，就是: “社会主义最

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

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

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15］这对于中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经过大

跃进“穷折腾”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在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警告全党要注意“在社会

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并自我检

讨道“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承认自己“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

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

少”［13］302-303。实践已充分证明: 认定只有使生产资

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

能做到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

符合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的实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具体到党的

思想路线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称自己的“理论是发

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

重复的教条”［16］636一样，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

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

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由于以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态度对待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拨

乱反正，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伟大历程。在改革的

进程中，不时“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

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

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

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

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

也吹不起牛皮”［8］250。这里，邓小平所说的“社会

主义制度”即指基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

做法”是指具体制度或称作各种体制。中国共产

党人以其特有的理论智慧，从制度中剥离出体制

的概念，提出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

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适应生产力

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之，改革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发展大方向前提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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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

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是经过发展

实现富强的‘真’社会主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的科学社会主义”［18］。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了两次
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

从总结经验的视角看，历史走过的道路，有时

相似得真是让人吃惊。对此，《社会主义思想史

纲》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

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没有毛泽

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那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如果没有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的比较，也不可

能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

性飞跃，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不可能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

众所周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

《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命题:“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

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

的应用它”［20］; 1941 年 9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 “我们反对主

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
我们 要 使 中 国 革 命 丰 富 的 实 际 马 克 思 主 义

化。”［21］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理论要

素得到了有机统一，即一方面是要把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解决中国问

题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又要用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具体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

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使马克思主义从

内容到形式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成为中国人所

喜闻乐见、内生型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科

学的思想武库的指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

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

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

是中国的”［22］。
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

系。对这一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高度

的理论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正确把握国

情的基础上，确立和正确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动力、领导力量、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制定和

正确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赢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

社会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国后，人民共和国仅用了

3 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基础上恢复了国

民经济，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1952 年和 1949 年相比，国民收入

增长了 40%，平均每年增长 12． 1%，工业总产值

增长了 44． 8%，平均每年增长 13%［23］。事实彰显

了新民主主义的活力。
不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尽管实行的是

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

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

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

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13］115。伴随着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提出和三大改造的实行，在“苏联的今天就

是我们的明天”热浪的冲击下，又经过短短 4 年的

时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步入到了传统社会主义

的轨道。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向社会

主义过渡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条件、特征、本质等

问题，都不很清楚。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带来实

践上的盲目性。一是照搬苏联模式，二是自己盲

目创造 ( 如搞‘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等) 。
苏联模式和自己盲目创造的东西的结合形成中国

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24］。此后 20 年的社会主

义建设，虽然基本上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已经从原来的民生第一、
人民利益优先，转变为单纯强调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性质，片面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成败的政治标

准，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误解为纯

粹的生产关系范畴”［25］。据统计，1976 年同 1966
年相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花产量下降 32%，油

料下降 24%，就是“以粮为纲”的粮食，10 年也只

增长 5． 8% ; 这 10 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

年只增长 1． 9%，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实际工资水

平反而下降 6． 5%［26］，更遑论如市政设施、文教卫

生、社会福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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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历来主张，其学说的

“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7］，强调他们

开创的“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

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6］248。这就要求后继者必

须把其学说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

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就是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完

全搞 清 楚［9］63，116，137-139，223，227，261，291，369。对 邓 小 平 的

这些论述，不能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必须在中国

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换言之，若离开中国

文革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便寻到答案，也是无

源之水。比如，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教条，邓小

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它是不符合客观实际

的: 即使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

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8］66，“如

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呢?”［8］118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两个凡

是”的争论后，邓小平认为，我们“已经比较明确地

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即重新恢复和发展

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8］190。在此基础上，十

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理论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

和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次会议，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开始改

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意义”［28］。正如全会《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

报》所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

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

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

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

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

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

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二是肯定了三中全会

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29］438，从而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大致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新发展，经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命题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

本质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以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

几个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的演进过程。
这些思想和理论成果，现在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开创

的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山东

大学终身教授、社会主义研究专家赵明义先生，曾

将其概括为“一个研究对象”、“十一论”及其“十

一条规律”［30］。笔者在此还要加上“一论”，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度保障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

个领域内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

度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

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

各项具体制度组成的，是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根

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

点和优势。
总之，由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

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

本问题。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

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顺便说，学界

提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否应归属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提出问题，

而是混淆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

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从《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党的十二大，都

有明确的规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已充分表

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十八大报告在评价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

特别强调指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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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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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源所在。

三、既不丢“老祖宗”又要与时俱进地
发展“老祖宗”的辩证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的主导话语下进行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

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9］63，“如果搞两极分

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

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9］260。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

向的前提条件下，也出现了与经典作家社会主义

观不一致的地方，于是，改革的过程中就不能不伴

随着意见、分歧和争论。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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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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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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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进而告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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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在邓小平看来，“真正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的有机结合，通俗

地说，就是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敢于

“讲新话”。前者是指不能丢掉老祖宗们所提供的

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规律”［9］382。后者是指，“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

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9］191。
从理论渊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经典

马克思主义。在固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对

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分析的条件下，人们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同理解。其实，正如列宁所

言: 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

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

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即马克思学

派的社会主义“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

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

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

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

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

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

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

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

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

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

观分析。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

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

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

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就是马

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31］。今天我

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三位一体的: 价值

体系、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 更确切地说是制度的

大体设想) ，这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32］，其中

“自由人联合体”这一价值目的是灵魂和统帅。
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促使邓小平及其后继

者深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一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坚持“老祖宗不能丢”
的前提条件下，关键“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

搞清 楚，把 怎 样 建 设 和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搞 清

楚”［9］369。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前提下，

邓小平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作为“最重要”［9］116和“最根本”［9］223的一条经验教

训昭示给了人们。邓小平以“老祖宗”等人对社会

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主义新的实践成就，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史上提

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并作了完整论述: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

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定位在发展社会生产

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上，认为二者始终贯穿于社会

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的精神，有一些具体制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体现

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它不一定贯穿于社会

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些制度就不能看作是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置于

了“现实”的基础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生产力的巨大发

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了

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

形势下，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进一步推向了

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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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

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

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

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33］

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揭示了

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把

以人为本、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视野，极大地拓展和

完善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们进行

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

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

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4］继之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展

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

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

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

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

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

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

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35］。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

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 家 富 强、民 族 振 兴、人 民 幸 福 的 重 要 保

证。”［29］885社会和谐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

的重要方面，作为本质属性，它展现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十七大报告在这一论断的基础

上又提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也是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是对邓小平“没有民主就

没有社会主义”命题的深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又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新的科学论断:

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

的本质;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

社会主义。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涉社会主义观的核心问

题，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

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

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

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

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

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

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结合起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

价值目的，既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好

更快，更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民

主、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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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discussion of the Proposition of“Origined from Mao，Pioneered in Deng”: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Mao Zedong’s Birth

LU Faqin
( Ｒ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tarte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 Committee of the CPC
was not only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ince 1921，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nationality of
Marxism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being two basic aspect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one
is through the using of Marx’s basic principles to study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al reality and to guide the concrete
practice in China; the other is to enrich and develop Marxism by the China’s concrete practice experiences，i． e，the
theory of sinicized Marxism，which includes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Origined from Mao，Pioneered in Deng”indicates，tha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and Mao Zedong Thought，as the Party’s guiding ideology，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In adherence to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Marxism being showed by the experiences in history，the CPC must meanwhile keep pace with the
tim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Marxism．
Key words: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neo-democrac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icized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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