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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届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毛泽东 思想论坛综述

王佳菲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 第二届 中 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在京举行 。 本届论坛 以
“

毛泽东与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为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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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领导

小组主办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 。 求是杂志社社长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

论坛主席李捷研究员作题为
“

毛泽东思想对构建 ２ １ 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

的主 旨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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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部主任金民卿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 来 自 全国科研机构和高

等院校的 ８０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 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人的交流研讨 。

一

、 毛 泽 东 思 想对构建 ２ １ 世紀 中 国 马 克 思 主义 的 当 代侏值

李捷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 出 ， 在构建 ２ １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 毛泽东思想不仅没有

过时 ， 而且在当今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 首先 ， 毛泽东思想三个
“

活的灵魂
”

， 即实事求

是 、 群众路线 、 独立 自主 ， 既属于毛泽东思想 ， 也属于 ２ １ 世纪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 ， 在新的形势下要

继续坚持和运用好 。 其次 ， 强国之梦 、 强军之梦 、 强党之梦这三大梦想 ， 既属于毛泽东思想 ， 也属

于 ２ １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 三大梦想的结合 ， 就是中华民族和中 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 国梦 。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过历史的重担之后 ， 为 了实现这三大梦想 ， 把毛泽东思想中的

许多精华发扬光大 ， 并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发展 ， 例如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的提出 ， 以及对理想信

念的坚守 ， 对从严治党的强调 ， 对思想教育的重视等等 ， 构成了２ １ 世纪 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内

容 。 最后 ， 实现理论和实践的 良性互动 ， 是贯穿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主线 。 第一次

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 第二次飞跃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产生 ， 后者直到今天仍在持

续 ， 其高峰很可能就是 ２ １ 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 。

金民卿指出 ， 我们一定要站在 ２ １ 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毛泽东思想 ， 这样就能

够既历史地看待毛泽东 ， 又能当代地看待毛泽东 。 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

构建 ２ １ 世纪中 国的马

克思主义
”

和
“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

，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大责任 。 如何进一步深人研

究 ２ １ 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 ， 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 也是此次论坛的
一大重要论题与收获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从如何继承毛泽东政治遗产的角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毛

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价值 。

一是毛泽东的政治设计把中 国人所接受的西方民主形式和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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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所强调的民意做了超越性的结合 ， 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的四大政治制度以及与之内在一致

的村民 自治制度 ， 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 二是毛泽东的平民取向价值观 ， 为当今中 国改革制度性

困境提供了诸多启迪 。 三是毛泽东借助阶级性政治性力量 ， 对当代中 国改革发展特别是解决民族分

裂问题、 国际问题等具有方法论意义 。 四是毛泽东善于从世界性和民族化的矛盾中把握中 国现代化

发展方向 ， 为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宝贵启示 。

二
、 毛斧系 思 想 与 中 国 特笆社会主义道路

李捷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三个
“

活的灵魂
”

对新形势下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 就实事求

是而言 ， 当时毛泽东主要是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 ， 打破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 对于我们今

天而言主要是打破对西方道路 、 理论和模式的迷信 。 就群众路线而言 ， 中 国革命取得胜利靠的是群

众路线 ， 今天更要坚持群众路线 ， 进行反腐败斗争 、 反对
“

四风
”

，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 就独立 自主而言 ，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 国成立以后 ， 关键是能不能摆脱苏联及共产国际

的错误指示 ， 以及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遏制 、 如何应对苏联的大

国沙文主义影响 ， 而今天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 走和平发展之路 。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认为 ， 毛泽东在探索中 国 自 己的建设道路时 ， 明确提出要发扬民族 自尊

心 ， 反对在借鉴别国经验时的教条主义做法 ， 坚决抵制和批判
“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

想作风
”

， 这些警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 毛泽东所期望的既强大又
“

可亲
”

的 国家状态 ， 同样是

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想 目标 。 毛泽东提出 了 中 国 自 己 的建设路线 ， 在原则上与

苏联相同 ， 但方法有所不同 ， 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就要体现这种共性和个性二者

辩证的统一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宜秋提出 ， 独立 自 主精神是毛泽东留给今 日 中 国

的一份重要遗产 ， 他敢于破除迷信 、 解放思想 ， 使独立 自主精神成为 中 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 国鲜

明的精神品格 ， 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 。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指出 ， 可以从理想性和现实性及其关系上来把握毛泽

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 。 毛泽东思想在实质上是对理想性和现实性二重维度所

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之间张力关系的建构与表达 ， 其典型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理

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则是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和建构了二者的关系 。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原主任单秀法认为 ，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至为重要 。 毛泽

东把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在中国扎了根 ， 而共同富裕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

是 目标性规定 ， 既是长远的奋斗 目标 ， 也是阶段性的现实 目标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贺新元认为 ， 毛泽东没有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构建 ， 但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

成发展做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 如
“

第二次结合
”“

以苏为鉴
”

等 。

三
、 毛泽 系 的幵创 牲实我採秦 与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指出 ， 毛泽东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 国具

体实际有机结合的论述 ， 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 了方向 。 同时 ， 有必

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 第一 ，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 、 全国各族人民创建

了新中国 ， 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今天的改革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 第二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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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时期 ， 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的 、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 ， 为中 国

以后的独立 自主的发展和在平等条件下与世界各国发生经济往来 ，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第三 ，

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当遵循的思想路线 。 第四 ， 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 ， 积累了在中 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 第五 ，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 ， 党领导

人民有效地维护了 民族独立 、 国家主权和安全 ， 为国家建设争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 军事科学院黄

迎旭从坚持国防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独立 自主道路 、 坚持正确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 国防现代化建

设先进经验等方面 ， 探讨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所作出 的重要贡献 。

邓纯东强调 ，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 ， 关乎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 ， 要进一步研讨毛泽东

在新中国成立后 ， 领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持续探索 ， 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 ，

具有怎样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 。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 国成立后取得

了基础性成就 ， 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了根本前提 ，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

践基础 ， 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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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

判断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遵循的基本原则 。

中共中央党校薛广洲指出 ， 可以从
“

三个定位
”

即历史定位 、 理论定位和理念定位来深度理解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 。 从历史定位看 ， 新中 国 的诞生就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起点 ， 因此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不能限于改革的完成或者是现代化完成之时 ， 不能只是涵

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而应该更长 。 从理论定位看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 国革命 、 建设和

改革的实际相结合 ， 这既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 ，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原则 。 从理

念定位看 ， 毛泽东始终以社会为本 、 以集体为本 、 以公有制为本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启迪了个

性的张扬和个人权利的获得 ， 但这种个性释放又必然是带有限制性的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认为 ，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 性质 、 主体结构

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 始终把服务于广大人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 ， 这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础 。 学习这些历史经验 ， 有助于我们今天贯彻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陈志刚梳理了毛泽东对待资本的态度的 曲折变化过程 ， 认为其中一些正确思想 ， 如

强调以社会主义原则来遏制资本逻辑泛滥的问题 ，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佳菲认为 ， 毛泽东始终秉持开放意识和世界眼

光 ， 他所回答的如何认识利用资本主义等理论问题 、 他提出的对外经济交往的原则和策略 ， 以及在

他领导下所创立的政治前提和物质技术基础等 ， 为我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作出 了奠基性贡献 。

金民卿分析了毛泽东与 １９７５ 年全面整顿的关系 ， 认为毛泽东是 １ ９７５ 年整顿的首倡者 、 大力推

动和支持者 ， 为整顿工作提供了根本前提 、 关键依据 、 干部条件等 。 但是 ， 毛泽东关于整顿的设想

是一个以基本肯定
＂

文化大革命
”

为前提条件的改良性方案 ， 而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一种 旨在

对
“

文化大革命
”

全面否定 、 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革命性方案 。
１９７５ 年整顿的中断 ’ 体现

了两位政治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

本届论坛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 ， 开展了学术上的探索与争鸣 ， 讨论气氛热烈 ， 交流成果丰厚 。

（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马 克 思主义研究 院 ）

（ 编辑 ： 马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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