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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要“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

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此，《决定》
强调要 “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

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并要求在“深入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导党

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

防线”，自觉划清“四个界限”。 这里，我就“自觉划清

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问题，谈谈自

己的学习体会和粗浅看法。

一、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

思主义界限的重大意义和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 的 根 本 指 导 思

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思想保证。当前，面对国内外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情况， 为使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党员、
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不断地得到贯彻和落实，就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中， 加强党

的意识形态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正懂得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和思潮，进而坚定不移地学习、掌握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清醒敏锐地防范、识别和抵制反马

克思主义的思潮。 只有自觉而实际地划清马克思

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才能够用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才能够在实践中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

此，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的

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的必然要求。
我以为， 一个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

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其理论前提是要懂得“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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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

说的体系” ， 是无产阶级立场在其反对资产阶级

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

论概括”[1]（P312）。 同时，它还包括了后来马克思主义

者对它的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

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 总结工人运动经验

和综合各门具体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 创立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发现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第

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 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的历史趋势， 是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

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

指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具有普

遍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主义”。 它是

以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

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而不是仅仅研究某个国家、
某个地区和某个历史阶段的学问。它关注、研究和

阐明的是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前途命运， 以及世界

历史演进的大趋势。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使

命的“主义”。它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
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思想升华和系统阐明。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

性，而不是超阶级的理论。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

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

己的精神武器”[2]（P15）；只有这两者实现结合，无产

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才能够逐步实现。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大时代的“主义”。 它揭

示了社会形态更替和演进的客观必然性， 找到了

推动这种根本变革的内在动因 （社会基本矛盾运

动）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指明了人类社会“从

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P634） 的历史趋

势、基本阶段和美好前景。
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基本矛盾、阶级

矛盾依然存在，只要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被

雇佣地位没有根本性改变， 只要工人阶级解放本

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 只要社

会主义事业还未赢得彻底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还

未最终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就不会“过时”、不会“失

效”，就仍然具有其现实性、生命力，就具有普遍和

长远的指导作用。
当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在各国无产阶

级、 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

挥指导作用，就“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

为转移”[2]（P258），就要随着时代、实践和各门科学的

发展而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

创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够用以引导

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一步步地取得进展和胜利。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及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结合”中先后产

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继

承、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

平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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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

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4]（P291～292）

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重点学习和运用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于时代、实践和国情，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如实地作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统一的科学体系加以理解和把握， 才能够完整准

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才能够自觉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以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拥护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基础与政治背景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的 160 多年间， 以及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各国的不同阶级、阶层、
政党、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大体可分为三种：拥护和信奉，不知或疑惑，反对

和封杀。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态度作为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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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极，从本质上看，是根源于并体现了工人阶级

与资产阶级（还有其他剥削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

根本对立，这种情况在其政治家和代言人身上，表

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而持第二种态度的人，其情

况则十分复杂。对马克思主义不知、不懂和不置可

否的人，分散在各个阶级和阶层之中。工人阶级受

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很容易领会社

会主义”；但“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
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从中产生出来。因此，即使是

工人阶级成员， 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和

态度，首先必须接受自觉的思想“灌输”[5]（P317～328），
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从阶级实质看， 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代

言人，是会拥护、信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和代言人， 以及其他剥削阶

级的残余势力，是会反对、封杀、歪曲和篡改马克

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

般规律，揭示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秘密，阐明了工

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指明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

总趋势，这就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通

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彻底消灭资本

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 以及一切剥削现象和一切

阶级差别，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直至最终过渡

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从根本上触犯了资产阶级

的根本利益， 维护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根本利益，同时也就代表了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
因此， 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会受到觉醒了的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拥护和信奉， 并把它作为谋求

本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与此相反，资产阶

级及其代言人，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也

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恶意的污蔑和本能的反

抗，总是力图封杀、歪曲和消灭马克思主义。然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 而真理是不怕批评和反

驳的。 正如列宁所说：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所谓“科

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意听， 就宣布马克思

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而“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

根， 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

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

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

勃勃了”。 [6]（P11）

在当代世界，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

题，我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之路。但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中，整体上仍然是资

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 在国际上存在的

多种复杂的矛盾中， 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

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

体系之间的矛盾、竞争和较量。我们中国主张同一

切国家发展友好和合作关系，也大有进展，但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势力，
总是力图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之机，
抓紧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 企图搞垮

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遏制我国的发展。“他

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

级共和国。 ”[4]（P303）

在国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已经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华民族正前进在

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

条件下，我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

和趋势是健康的、积极的。但与之伴生和积累的一

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些原已绝迹的

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

极端利己主义现象逐渐抬头。 目前有两个突出问

题：一是在收入分配上，我们实行反对平均主义和

“吃大锅饭”的政策，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收入差

距和贫富差距拉开得过快过大， 少数人积累巨量

财富的势头很猛很快， 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一批

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也产生了大量城乡贫民。我

国的基尼系数， 多年前就越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

线，甚至超过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二是一些领导干

部的腐败案件，还在“前腐后继”，蔓延滋长。窝案、
串案，数千万、数亿元的大案要案，都不罕见，甚至

连买官卖官、 与黑恶势力勾结的案件， 都时有发

生。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我们党的看法、对马克思主

义的态度。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

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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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决不

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是，由于国内的

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我国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

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尽

管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指导地

位，但在思想理论上反复出现噪音和杂音，不可轻

视。一方面，一些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观

点时有所现，对此仍应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以资

产阶级自由化为代表的右的错误思潮， 往往有恃

无恐，肆无忌惮，顽固坚持，对此决不可以掉以轻

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

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之间，马克思

主义思想观点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之间的矛

盾、对立和较量，虽然时起时伏、时隐时现，但从来

没有停止和间断过。
目前，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消极思想，

主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民族虚

无主义等。 其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

所散布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

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主张，最为露骨和典型。 他

们公开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实行 “私有化”（即所

谓“人间正道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

“多 党 制 ”和 议 会 民 主 制 （即 美 国 式 的 “民 主 宪

政”）； 在思想文化上实行 “全盘西化”（即所谓

“回 归 西 方 文 明 主 流”和 “普 世 价 值”）；如 此 等

等。 总之， 它就是反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主张中国实

行“美式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则是主张中国实行“欧式资本主义”。 一些人鼓吹

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手法是，恶意歪曲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歪曲为“伯恩施坦主义”），贬低

列宁、 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

践（歪曲为“暴力社会主义”），把新时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
（所谓“新资本主义”），因而这种鼓吹更具有迷惑

性和欺骗性。
至于民族虚无主义思潮， 它与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主张上是完全

一致的，他们所患的都是“爱资病”。其思想的着眼

点是，否定自己的祖国、否定中华民族、否定我国

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贬损和丑化社会主义中

国，以此来美化和宣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认为， 人们拥护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

是偶然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深刻的阶

级基础和政治背景的。党中央要求我们党员、干部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就是为了在国内外复杂的思想和政治碰撞中，增

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

性。

三、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

思主义界限的根本标准和思想方法

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做到自觉地划清马克思

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就必须认真学习和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增强识

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明确和掌握这种思想理论“划界”的根本标准、基

本方法。
第一，实践标准是这种“自觉划清”的根本标

准。 从总体上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体

系， 是如实地反映整个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总趋势及其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真理， 而反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观点， 则往往是违背客观事实、逆

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或学说。 因此， 从认识论上

说，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问

题， 就是分清真理与谬误的问题。 而归根到底，
社会实践是划分一切真理与谬误的根本标准， 当

然也是划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根

本标准。
不过， 当这个认识论标准用于社会历史领域

时，还应当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人民

利益标准”。 因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是“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7]（P209）； 而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仅

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

否归人民所有”[2]（P771）。 所以， 只有坚持生产力标

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亦即坚持邓小平的“三

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

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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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4]（P372）， 才是我们区分社会历史领域的是非对

错、 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直

接标准。 因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

践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利益实现、有

利于社会进步的；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
则往往是与此根本相反、背道而驰的，是违背人民

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进步潮流的。
第二， 站稳正确立场是这种“自觉划清”的根

本政治前提。 对于我们的党员、 干部来说， 只有

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站在党性的立场、站在人民

大众的立场， 把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 把广

大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 作为自己的

根本立足点和根本出发点， 才能够自觉地划清马

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一切站在个人

狭隘私利立场的人， 尤其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

人， 是不可能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也是不

可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的。
第三，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这种

“自觉划清”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

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础性内容，“它把伟大的认

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8]（P311）马

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望远镜”和

“显微镜”。 只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

本观点和思想方法， 才有助于我们自觉地辨别思

想政治上是非对错， 有助于我们自觉地划清马克

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从总体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观点，根本方法”[9]（P114），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

集中概括，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求

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唯物

又辩证地认识世界、 认识社会和认识周围一切事

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同时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去识别、批驳、排除错

误思想，回应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歪曲和干

扰。
展开来说，我们要坚持的思想方法至少包括：

现代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方

法；“实践第一” 的观点和用社会实践检验认识的

真理性的方法；全面、发展和本质地看问题的观点

和矛盾分析方法； 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人的自

觉能动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方法； 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的方法； 认识阶级社会的阶级 （阶级斗

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

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方法； 坚持革命

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方法； 坚持原则

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思想方

法，等等。
上述枚举或许并不完全，但其意在表明：我们

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和精神实质，并针对实际情况，全面掌握，具体分

析，综合运用。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

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

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8]（P375），“马克思主

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

况作具体分析”。[10]（P213）共产党人只有认真学习、准

确掌握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才能够使自

己在国内外错综复杂、 扑朔迷离的思想理论的撞

击和较量中，做到高瞻远瞩、心明眼亮，见微知著、
辨别真伪， 从而为我们清醒而自觉地划清马克思

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提供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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