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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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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由理论变为实践的过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的一种运动，接受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

指导。马克思主义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又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态度。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失败，而是苏东共产党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酿成的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前途与命运与马克思主义观紧密相连。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体论；实践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０６０６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使社会主义由空想
变为科学、由理论变为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

践中，由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个运动，决定

着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在其发

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斗争，发展

至今，其理论旗帜依然高举，尤其在中国大地上，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欣欣向荣，说明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力量，更说

明执政党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来指导社会实

践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东欧剧变从反面

说明了执政党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

想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

义事业中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

胜利前进的旗帜，由这一理论所派生的马克思主

义观作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看法和根

本态度，则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尤其是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应该是科学的、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应该具备对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认知和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它具有

绝对真理的性质，同时又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运动的领导

者、参与者具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如何

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

们事业成败的关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主体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以及革命群众，他们的

马克思主义观状况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

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０ＢＫＳ０６５）“马克思主义魅力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江苏省教

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２０１２ＳＪＤ７１０００５）“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杨斌（１９６７—），男，江苏大丰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江苏开放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这个主观条件是衡量社会主义运动水平与未来前

途的重要标尺。

一、对马克思主义观“本体论”内容的

正确认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对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内涵、结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和发展规律

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观“本体论”的内容回答的

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的内容。而

这一内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没

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本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

新发展内容的回答。关于对马克思主义观“本体

论”内容的认知伴随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整

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时代转

折的重大关头，人们总是发出“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追问，进而指导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发展。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恩格

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

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

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１］列宁在

《卡尔·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

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２］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

和语言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

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

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

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

学。”［３］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有多种

表述，如，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发展一般规律

的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

学，更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社会主义

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科

学。”［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哲学和社会

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

般规律的科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的科学，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一般规律

的科学。”［５］我国现行的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分为狭

义和广义，认为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

系。”［６］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

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

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６］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

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这些定义对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符合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状

况，表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逐步深入、不

断前进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和定义还不够完善，我们的研究还有这样那样的

缺陷，我们的结论还有待于实践检验。马克思主

义伴随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此同时，对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应该是发展的，并且遵循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规律。对“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决定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用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会得

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以形而上学的方

式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会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马

克思主义，从而采取错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正是

基于以上对马克思主义观“本体论”内容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

程中才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

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

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被广大

人民群众接受、掌握，直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发展。同样，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

主义又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状况直接彰显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水平。在马克思

主义诞生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较小，社会主义

运动仅限于西欧一隅。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与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社会主义运动从西欧扩展到

欧洲、美洲、亚洲以至全世界。这一期间，充满着

真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更充满了正确与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观之间的斗争。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观取得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权时，社会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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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高歌猛进。反之，社会主义运动就经历曲折

和失败。在马克思主义在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

中，马克思主义与它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着坚决

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离不开这样的斗

争，也正是这种斗争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

富与繁荣，当然，这其中充满着艰辛与曲折。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和科学态度的斗争主要有５次：１９世纪中后期
马克思、恩格斯与普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

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以及各种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

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第
二国际左派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也因此得以丰富和发展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社会主义运动遍及欧洲、

美洲和亚洲。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

际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因此获得重大

发展，进入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

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理想由

理论变为实践，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开始探索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有着

多么重要的作用。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主义

与人文主义的斗争中得以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

展，东西方形成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形

成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运动实

践中，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各社会主义国

家则经历了由团结到分裂，由用统一的社会主义

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各

自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由一种模式向

多种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东欧剧变，标志着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特

别是苏联共产党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给社会主义

实践带来的严重危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跌

入低谷。我们认为东欧剧变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只是证明社会主义运

动必须要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工人

阶级政党必须要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东欧剧

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某种偏差，对马克思主义的

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才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

的社会主义易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

辉煌胜利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

正确理解和认知是我们的胜利之本，只有在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才会

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本体论”内容

的正确认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二、对马克思主义观“实践论”内容的

科学把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基础

马克思主义观“实践论”内容是“怎样对待马

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

义具有理论和实践、批判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特

性，正是这些特性的辩证统一，才使我们达到了对

马克思主义观“实践论”内容的正确认识。马克

思主义观是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看

法和根本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体对马克

思主义客体所进行的反思和观照。马克思主义既

是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对象，又是马克思主义观

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论”内容具有

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

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解决了“怎样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引导中国走上欣欣

向荣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

自它诞生以来，由于对它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产生

了对它的种种误解和错误态度，但是，马克思主义

并不因为它的敌人对它的种种诘难而归于消亡，

相反正是因为它的敌人的种种诘难而使它变得生

机勃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能够正确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去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依据，也是我们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观相伴马克思主义而产生，伴随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又紧密相联。因为

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马克思主义观；也只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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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沿着

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观相对于马克思主

义来说，不仅仅具有方法论、认识论意义，而且具

有价值论意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总是促使工

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过程

中，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

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从发展过程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是“源”，马

克思主义观是“流”，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

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观的“本体

论”与“实践论”的内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回

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容，“怎样对待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需

要回答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做了

科学性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自

身的反思，马克思主义自身蕴含科学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包含对自身理论的

认识以及认识自身理论的方法，因而，我们主张用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去研究和对待马克思主

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首先面临的是接受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然后是怎样对待这个理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有正确的理论鉴别力，真正

弄懂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本

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受

历史时代、知识结构、文化水平、学术修养以及政

治价值观念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对马克思

主义的经验性的、表象性的、常识性的把握，达

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本质性的、规律性

的理解。这种把握和理解就是科学的、辩证的

马克思主义观，反之，则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

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只有回到实践才

能变为物质的力量，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

验。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实践，它源于实践，回归实

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动态的、开

放的，它真理性的内容随实践的发展而丰富。所

以，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马克思主

义，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态度。科学的马

克思主义观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在对

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

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

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

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７］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否定自

身，它从来不认为自身是绝对的真理，正如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中
所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 ＜宣言 ＞中所
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

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

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

有不同的写法了。”［８］马克思主义敢于否定自身

理论的个别观点，并且把批判作为一种把握世界

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判性表现为物质批

判和精神批判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批判

是要在人类的思想认识历史上建构一个理想性的

图景；而物质批判是要改变世界的现存状态而把

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理想世界。批判的目的是要

否定现状、实现理想，它表现为一种无穷无尽的追

问，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追问，构成了马克思主

义作为发展学说的实质内容。马克思主义离不开

实践，离不开实践中对于它的态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正是摆脱了实践中对它的教条主义、经验主

义等错误态度，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

以真正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观的

“实践论”内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

法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９］马克思

和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锻造成为一种革命的思想

武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１０］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批判宗教、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空

想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指

明了现实的道路，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

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旨归

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什么时候有科

９

第６期　　　　　　　　　　　　　杨　斌：论马克思主义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就大踏步

前进，反之，社会主义运动就会遭受各种挫折和失

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认识

这个理论的主体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性，尽管马

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但还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

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有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

义观、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错误的马克思

主义观。因此，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现

实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

败的关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认知“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

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

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败，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

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回

答了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
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论述言简意赅，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这是一个重大

的理论进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３０年来我们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探索

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

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

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

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概括，特别是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四大问题的首要问题提

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观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极

端重要性。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

要回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而且还要

从一般意义上与时俱进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元理论问题。这是马克

思主义观中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

中必须回答的实践问题，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

须对此提供答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确立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

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它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特

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指明了人

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真

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带有人类认识史上的阶段性，马克思

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我们对它的认识只能随社会

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

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僵化

的、教条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不能以某种先在

的现成的观念去构架马克思主义，哪怕这种观念

是绝对经典的论断，我们也不能从先验的观念直

接出发，而必须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本中，从时

代主题和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流中，认识和

对待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内容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必须坚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

个方面是我们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

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理论，

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个别结论要随时代的

发展而修正，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主题的变化，马克

思主义所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也将发生变化，马克

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

主义具有强烈的党性和阶级性，我们要始终站在

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谋福利谋解放。人民

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特征。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辩证地、发展地看待一切事物，反对形而上学、教

条主义的认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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