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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及其当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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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温故而知新”。“故”是“新”的理论渊源，是基础。没有“故”就没有“新”。而“新”则是对“故”的继承和发

展。“新”和“故”的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大体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批判和继承的关系，这就是剔其糟粕，吸其精华。精华是

经过批判改造后吸取之。如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批判继承; 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然，继承是在新的实践基

础上的继承。如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就是继承和发展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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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渊

源，是前提和基础。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1］。

邓小平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

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2］313“这是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2］302 在

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如此

深广的社会变革，工农业不但没有减产，反而促进了工农

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确实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

建立起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

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社会

深广的变革，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矛盾。为了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

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时的实际情况新的

结合，对建设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

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诸如，1956 年

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

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1957 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

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同时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和农轻重

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接着提出“六个又有”政治局面

的设想; 1958 年提出了技术革命，同时提出发展商品生产、

利用价值规律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勤俭

节约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老是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设中国社

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其他一些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战

略设想。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10 年期间，毛泽东在

指导思想上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

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从党外扩大到党内，最终导致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

命”。邓小平就是在全面总结和概括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

不成功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

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

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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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300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它指导的社会主

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等正负两个方面的

经验，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

以，邓小平总是强调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他

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样说:

“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2］172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

命史上 的 光 辉 形 象，不 能 动 摇 高 举 毛 泽 东 思 想 旗 帜 的

原则。”［2］279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旗帜。”［2］291

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不坚持实事求是，不从实际

出发，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

起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只能把我们

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去，只能导致改革开

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的否

定。毛泽东逝世之前一直是我们党的主席。我们党就是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

了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成就。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虽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

重失误，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坚持毛泽

东思想，怎么说明党的历史嘛! 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给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军队抹黑，只能涣散党心、

军心和民心。不仅如此，而且也否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它“是中国共

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

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否认解放思想。什么是解放

思想?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 “解放思想，就是使理论和

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64

这就是说，解放思想不是说大话，说空话，更不是胡乱闯，

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

缚，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我们的工作做

得更好些，更快些，更省些。

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品格。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或者说它的

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即时地结合起来。结合不可能永

远停留在一点上，它必须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与

时俱进。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

归结起来，结论就是: 在当代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

想，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必然导致对社会

主义道路的否定，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否定。

二
对毛泽东思想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

承，是发展。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

志相继高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旗帜，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

奋勇前进。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新情况，解决新

问题，总结新经验，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这主要表现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 3 大理

论问题。

1．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

大国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 怎样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些问题前人没有作出具体而明

确的回答，或是没有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历史已经证

明，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准确的回答，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就不能顺利发展，就会出现严重挫折，甚至会导

致资本主义复辟。粉碎“四人帮”后，正当我们国家处于结

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就开始了对这些问

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总结国内外社会

主义建设正负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前人

没有说过的、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思想。比如，他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多数人

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

的东西，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

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第一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

国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 改革是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不改革，不开放，只能是死路一

条;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市场经济

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社会主义

没有统一的模式，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

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

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防止和平演变; 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两

手都要硬; 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第一位; 一国两制，等等。

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从经济、

政治、文化、军事、科学技术、教育、道德、党建等等各个方面

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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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重大发展，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

科学高度。

2． 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把各族人民的思想和力

量统一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向一处使，关键在党。通过深

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关键在党。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

裕，关键还是在党。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

问题，就是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

上、作风上完全马克思主义化的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最根本的保证。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些共产

党员经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受到各种腐朽思想

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走向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的

情况下，怎样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

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

御风险的能力呢? 江泽民同志“经过了长时期思考”，在总

结 80 年来的党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党的指导

思想、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党的根本宗旨、根本

任务和党的作风，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当代中国要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以人

为本的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整体的核心是人民。我们

不是为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发展先进生产力，也不是为发展

先进文化而发展先进文化，发展的目的，全是为了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彻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词是“始终”，“始

终”就意味着彻底。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加入党组织那

一刻起，直到去见马克思的整个过程中，不论在什么时候、

什么条件下、什么问题上，还是对待什么人，都必须自觉地

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为实现这个重要思想进行不

懈的工作和斗争。这就是革命的彻底性。

3． 关于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的成果

由谁享用的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经

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城乡、社会、自然各个领域都要

照顾到，既要有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既要全面协调，又要

可持续，既要抓住当前，又要看到未来。为了适应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

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集体领导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

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不是孤立地来

论述发展，而是按照客观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属性，把联系

和发展结合在一起，既说明了物与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

系，强调一定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 又说明了当前发

展和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强调一定要坚持“可持续”的原

则。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客观的永恒联系和永恒发展

的如实反映，所以，它是与时俱进、开放性的科学理论体

系，是客观真理，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我们只有从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和

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的

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指

出: 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它全方位地说明了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和怎样发展等等有关发展的关键问题。

发展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这是发展的出发点。发展依

靠人民。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动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达到共同富裕，最终实

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点。为了实现在节约的前提下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大力

抓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作出符合客观需要的安

排。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尊重

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依法行使不容侵犯的选举权、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

平、正义、和谐。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

的重大战略思想。”［3］13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将上述三大科学理

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一样，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开放性的科学体系。它不

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为我们在实践中不

断认识、建设、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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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它必将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

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今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肯定会出现一系列新情况和新矛盾，为了适应新的需

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必然还会形成新的思想和新

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中国化的

新境界。30 年来，中国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科学技术

的创新，国际威望的提高，都是历史性的，是世界公认的。

所有这些辉煌成就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

引下取得的。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

引，中国各族人民不知道还要在阶级斗争中痛苦地摸索

多久。

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

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没有毛泽东

思想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

统一的科学体系。

深刻领会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对于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加强指导思想一元化都具有重大意义。众所

周知，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都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发展

不同时期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因此，要学通弄懂，融

会贯通，全面系统地掌握两大理论科学体系，必须结合实

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经常反复地

“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深刻领会到两大理论体系是怎

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意义。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道德观多元

化的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就更加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们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国民经

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那么，大力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条件。这两条互

相联系，相辅相成，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可能建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互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有人认为，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那国民经济大大发展了，国家富裕了，不就成为社会

主义了?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最富，但

它却是一个典型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要按照自己

的意志和需要去控制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是在旧社会

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光靠物质条

件，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了，也巩固不起来，肯定

是一个短命鬼。

我们还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我们的精神动力，是我

们的真正优势。有了这样的信仰和指导，就有了凝聚力和

向心力，就会无比的强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能创造出一

切。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

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

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

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

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马克思

主义，是社会主义。”［4］63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指导，就

自己解除了武装，怎么能够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深刻领会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毛

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看，毛泽

东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则源于毛泽东思想。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泽东

思想的当代价值，既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否认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邓小平才说: “经过实践

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

不允许怠工。”［2］366 一位印度作家潘卡杰·米什拉在一篇

题为《如今毛主义对世界穷人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吸引

力》的文章中写道: “在印度中部，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毛主

义者的武装组织控制了大片领土。”“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

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生命力，就像种

子播撒在土地上，发芽、开花、结果。”“对于许多觉得自己

深受不断扩张资本主义之害的人来说，毛泽东再次变得很

有吸引力。”“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

许多角落可能还会有毛主义者的身影。”这就充分肯定了

在全球化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深刻理解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对于继承、弘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毛泽

东思想指引下，在长时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

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比如，理论联系

实际、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

人民服务、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用在后、制度化的组织

生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勤俭办一切事业，等等。这就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是

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党之所以能

够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指导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之外，就是靠在毛泽东思

想指导下形成的这种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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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团结的党，原因之一，就在于它

敢于又善于运用这个法宝来解决党内思想上的、政治上

的、方法上的矛盾。矛盾解决了，就在新的基础上又更加

团结起来了。因而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率领全党同志奋勇前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内

进行自我教育的法宝。可是，如今在党员之间特别是在干

群之间却很少听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对领导只能讲

政绩，不能讲缺点，批评不得，也不敢批评。领导作报告也

很少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腐化堕落、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卖官买

官、跑官要官日益滋长蔓延的今天，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

风和优良传统，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和党性修养，对于社会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坚持反

腐倡廉，意义实在太大太重要了。我们认为，在今天，是否

能够真正在实践中( 而不是在口头上和文字上) 坚持党的

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的确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

和命运的问题。历史经验已经证明: 共产党是不可战胜

的，是谁也打不垮的，但是，共产党可以把自己搞垮。每个

共产党员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个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肖浩辉．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夺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J］． 湖南社会科学，2011( 3) : 6．

［2］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3］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

建设小 康 社 会 新 胜 利 而 奋 斗［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2007．

［4］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CANG Nan1，FAN Xiang － tao2 ＆ WANG Song － ping3

( 1． Research Center of Mao Zedong Though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2． Hunan Urban Construction College，Xiangtan 411101，China;

3． Hunan Electric College of Technology，Xiangtan 411101，China)

Abstract: “Gaining new insights through reviewing old materials”． “Old materials”are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basis of“new insights”． Without“old materials”，there is no“new insights”，“New insights”in-

herits and develops“old materi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new insights”and“old materials”，as far as its

nature is concerned，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which is

to remove the dross and absorb its essence． The essence is absorbed after being criticized and reformed． This is

the case like Marx criticizes and inherits Hegel’s dialectics． The other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

ance and development． Such inheritance is based on the new practices． This is the case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Marxism － Leninism，and the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o Zedong Thought． They are exac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imed at further

discussions，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immature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

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theo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u-

nity;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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