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与 当代 中 国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 毛泽东 思想论坛 综述

王永浩 王宜秋

年 月 日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主办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论

坛
”

在北京召开 。 中 国社会科学皖副院长兼当代中 国研究所所长 、 毛泽东思想论坛主席李捷研究员

作题为
“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贡献
”

的主题报告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院长 、 党委书记邓纯东主持开幕式并致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研究员作

总结发言 。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
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深人热烈的研讨 。

一

、 毛华 杀 的而史贡献■和而史地佳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

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 、 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 ， 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 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

出最伟大的贡献 ， 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
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

任务 ，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 ， 并

为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 ， 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 、 为中华民族阔

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辑本前提 ，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李捷在论坛的主题报告中指出 ，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贡献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五

个方面 ： 第一 ，
创造性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

成功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

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第二 ，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混乱之际

，
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

功过 ， 科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 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 ，
开启 了

“

以苏为鉴
”

的思想解放运动 ； 第三 ， 率先开启 了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 ， 并先后产生了两篇划时代

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 ；
第四 ， 在认真纠正和反思 大跃进 错误中继续探索

，
阐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 ；
第五 ， 在初步总结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 ，

逐步形成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 总之 ，
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 为科学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卓越的重大历史贡献。

邓纯东指出 ，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战略家 、 理论家 ，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 是近代以来中 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 ，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 自 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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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主任沙健孙教授总结了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 ， 年 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四个方面

的历史性贡献 。 第一 ，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 第二 ，

探索适合中 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 ，
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 第三 ，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
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 ； 第四 ，

创造建

设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 。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指出 ，
评价一个国家 、

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 ，
应该看它是不是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

是不是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 。

从这样的标准来看 ， 中国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

一是建立了独立的 、 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 ；

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 ， 效果明显 ；
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 ；
四是培育了 良好的社会风气 ，

社会进步举世瞩 目
；
五是在外交上也取得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建宁教授从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角度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

他认为 ，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开创者

，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表现形态 ，

主要

表现为三个层面 ：

一是哲学理论层面 ，
写作了 《实践论》 、 《矛盾论》 ；

二是思想路线层面 ， 提出 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三是具体操作层面 ，

比如军事辩证法 、 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 党的建设的辩证

法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 中 国哲学 、 中 国文化 、 中 国实践

的结合 。 军事科学院黄迎旭研究员认为 ，
毛泽东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 ，

指挥军事斗争
，
功绩是第一

位 ，
贡献是第一位的 ，

他为新中 国建立强大的国防奠定了坚实基础 。 在毛泽东领导下 ，
新生的人民

共和国敢于用战争制止战争 。

二
、 毛李 系 思 想汊其 当代侏值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 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 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
它培养的大批骨干 ，

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
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

重要作用 。 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 ，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
对于不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事业 ，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结合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 活动
，
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保

持党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 他指出 ，

“

四风
”

问题的思想根子就是享乐主义 。 享乐主义 ，

说到底就是要满足与党和人民不同利益的私心私欲 ，
也就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个人主义 。 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
“

照镜子 、 正衣冠 、 洗洗澡 、 治治病
”

，
核心是治治病 。 治治

病
，
从根本说 ，

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
改造主观世界

，
克服享乐主义即私心私欲 ，

只有这

样才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
增强全党和党的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把人

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 。

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教授指出 ， 农治是毛泽东领导 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一项重大实践 。 毛泽

东农治思想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 第一 ，
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 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

；
第

二
，
坚持把

“

组织起来
”

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 ； 第三 ，
坚持把

“

农工并举
”

作为农治中发展生

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
第四 ，

坚持农民主体论
；
第五 ，

坚持以农民的解放与幸福作为农

治的根本价值 。

梁柱指出
，
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

“

和平演变
”

的旗帜 。 应当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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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毛泽东把警锡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 ， 作为防止

“

和平演变
”

、 防止资本主义制

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 ， 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 ，
是很有预见的 。 毛泽东晚年

发动
“

文化大革命
”

，
就其出发点来说 ，

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 ，
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

力
，
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 。 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 ， 导致不幸的结果 ，

这

是历史的悲剧 。 虽然在探索中 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 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 ，

以及他提出 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
“

和平演变
”

的战略设想
，
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

富 。 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 、 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 ， 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认为 ，
毛泽东晚年对阶级斗争和整个社会状况的估计虽然脱离实际 ，

但他提出 的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 防止出贵族阶层 ， 防止党内 出资产阶级 ， 防止和平演变的基

本精神仍然值得全体党员 、 全国人民 、 尤其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深思 。 我们在纠正
“

继续革命理

论
”

的错误时不要把其中合理的因素也否定掉。 习近平同志讲 ，
我们决不当李 自成

，
年进城时

的考试没有完 ，
还在进行中

，
要总结吸取苏共垮台 的教训 。 这是对毛泽东 、 邓小平防止和平演变 、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思想的继承 。 他认为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百年 ，

从理论逻辑和实践过程看

大体要经过正 、 反 、 合三阶段 。 毛泽东无疑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者 、 奠基者 ，
他的

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
“

正 、 反 、 合
”

历史过程中
“

正
”

的阶段 。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时代正确的理论 、 制度和实践的

基础上
， 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理论 、 方针和政策 ，

开启 了

改革开放新时期 ，
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开辟了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邓小平理论

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亦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辩证否定 ，

进人到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

过程中
“

反
”

的阶段。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 ， 邓小平理论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 继邓小平之后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

论 。 我国社会客观上已发展到进人
一个

“

合
”

的阶段 。 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做好
“

合
”

的文章 ，
需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辩证思维 ，
正确认识现状

，
正确认识历史 ，

正确总结经验 。

“

合
”

不是对
“

反
”

的简单否定 ， 更不是回到
“

正
”

的老路
，
也不可能回 。

“

合
”

的阶段有可能在形式上

是对
“

正
”

的某些回复 ，
如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恢复发扬 ，

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
贫富差距 、 城

乡差距 、 地区差距的缩小等 。 但
“

合
”

决不是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 ， 更不是倒退 、 复旧 ，
而是在

辩证综合前两阶段上的创新 ， 使理论 、 制度和道路更完善 ， 在党成立
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在新中 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 。

中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认为 ，
毛泽东在确定中 国对美关系的大政方针 、 作出重要的外交决策方

面
，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金民卿结合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程认为 ， 青年毛泽东是

一个
“

自

我清算式
”

的马克思主义者 ， 他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和缜密的理论比较 ， 充分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有效性 ， 清算了先前思想结构中的错误思想 ，
实现了 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

，
成为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形成了
“

以理想信念为方向引领 、 以社会政治实践为

根本依据 、 以独立 自 主的 自我清算为关键环节
”

的独特模式 。

李捷指出 ，
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一个经

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 ，
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逐步过渡 ， 并在这样

一个

国度里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
探索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毛泽东探索的成功方

面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 理论准备 、 物质基础 ，
毛泽东探索的失误也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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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篇重要文献 ，
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出现逆流的关键

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
而且开启 了对适合中 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 。

毛泽东先后发表 《论十大关系 》 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两篇重要文献 ， 为独立 自

主地探索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

三
、 旗帜蛘 明地批判屑史凌无主义

，

不 新深化对毛泽 系和毛泽 东 思 想 的研尧

一个时期以来 ， 围绕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所展开的争论 ，
已经成为国 内外具有不同

政治倾向的人们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 。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 只有将毛泽东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

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 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

“

非毛

化
”

观点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必须进行坚决抵制和旗帜鲜明的批判 。

沙健孙认为
，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历史 ，

直接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

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
；
关系到党的团结 、 国家的安定 ；

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 如

果把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说成漆黑一团 ，
如果把毛泽东等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领

导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否定 ， 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 ；

就会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
就会使党和 国家在政治上迷失前进的方向 。 历史和

现实的情况都警示我们 ：
正确地认识 、 把握和宣传党史的主题和主线 、 主流和本质 ， 科学地评价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 ，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不仅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

严肃的科学工作 ，
而且是我们应当承担的一种重大的政治责任 。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指 出 ， 当代中 国 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 ，

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虚无化
“

研究
”

与
“

重新评价
”

。 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

方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驳 ： 第一 ，
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

“

历史细节
”

并不都是真实的 ； 第二 ，
真

实的
“

历史细节
”

需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 第三 ，

“

历史细节
”

的真实性不等于真实的历史
；

第四 ，
正确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

第五 ，
研究毛泽东应有的价值立场 。 近现代以

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 自身解放的历史 ，
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立场 ， 才能正

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 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毛泽东 。 反之 ， 站在个人恩怨或西方社会的某种立场 ，

就很容易背离党史研究的客观性 。

金民卿认为 ，
毛泽东早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丰碑 ，

积淀为中 国人民的集体记忆 ， 渗透到 中华

儿女的心理结构当中 ， 这不是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可以抹杀掉的 。 与会学者一致表示 ，
要以党的十

八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
深化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

体系的研究 ，
坚决抵制和批判以否定党的历史 、 党的领袖 、 党的历史文献和党的指导理论为主要内

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应

有的贡献 ，
真正做到

“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 ，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

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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