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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个形成、发展和确立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与邓小平的革

命 实践活动是紧密相联系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框架体系是, “科学体系”论; “灵魂”“精

髓”论; “基本原则”论; “精神动力”论; “坚持、发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新的时代、

新的伟大实践的结晶, 它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

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指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独道而精深的理解, 和大胆而执着的实践

的基本观点和理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在

几十年的革命斗争, 尤其是他在创立、推进邓小平

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

主义观的理论化、系统化,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认识、理解、坚

持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基本上可分为四个

时期:

1. 邓小平接受、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期

( 1920 年 10 月到 1926 年 1 月) 。邓小平初步接触马

克思主义, 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当时, 他阅

读了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1922 年 6 月, 18 岁的邓小平加入了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后改名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旅欧支部”, 并参加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 《少

年》( 后改名 《赤光》并公开发行) 的编辑、刻板、

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具体工作。该刊物主要任务是

宣传马克思主义, 传播共产主义原理。邓小平还写

了题为 《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

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等文章发表在 《赤光》上, 从

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1924 年 7 月,

邓小平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标志

着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段经

历,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

期间, 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

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 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

响下, 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 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

主义书籍, 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

主义的集体, 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

邓小平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牢固树立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他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当时, 他在莫斯科写的一份自

传中说: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 每每感到能力

的不足, 以至往往发生错误, 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

习的决心。”因为我深感 “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

浅。”“所以, 我留俄一天, 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 务

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6 年

月, 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 马列著作不再

像法国那样视为 “禁书”, 而且到处都有, 这使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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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提

供了很好的条件。据有关材料记载, 斯大林等人还

经常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 介绍苏联社会和国际

局势, 极大地影响着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向往。对于邓小平来讲, 更为重要的是他目睹了马

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成果, 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

义的勃勃生机, 这些更加坚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

义信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 “从此以后, 我

愿意绝对地接受党的训练, 听党的指挥, 始终为无

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2. 坚定不移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时期 ( 从 1926

年底回国到 1950年任党的总书记前) 。此间长达 30

年的峥嵘岁月, 邓小平的大部分时间是进行艰苦卓

越的军事斗争。从 1927 年底～1929 年夏担任中共

中央秘书长, 到 1929 年底～1930 年领导百色起义,

创立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从

1931 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和会昌中心县委

书记, 到 1933 年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撤

职; 从 1934 年 10 月参加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 年底任中央秘书长, 出席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 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到

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率领刘邓大军创立晋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 从解放战争期间, 和刘伯承率领刘邓

大军东渡黄河, 挺进大别山, 揭开人民解放军对国

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序幕到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任前委书记; 从解放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到进

军西南, 邓小平总是在关系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肩

挑重担, 叱咤风云, 横刀立马, 独挡一面, 经历了

中国革命全过程,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壮大,

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

大贡献, 深得毛泽东的赏识, 也受到了全党、全军

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新中国建立后, 邓小平主持西

南局的工作, 1952 年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4 年任

中共中央秘书长, 直到 1956 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间, 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的许多思想、

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的卓越才能。

3.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逐步形成时期 ( 从

1956 年 9 月任党的总书记到 1976年 10 月粉碎 “四

人帮”) 。这 年间,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 突出贡献不仅在于继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科学地理解和认真贯彻毛泽东思想, 正确地

宣传和严肃地捍卫毛泽东思想, 而且表现在邓小平

开始他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等重大

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独到理解, 逐步形成邓小平的马

克思主义观。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 1956 年 9 月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长达

10 年时间, 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 进入党的最高

领导层, 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员。这使

他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更深刻地全面考

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 提出了许多

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如: 在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心问题上, 邓小平十分鲜明地强调: “今后

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 在经济建设上, 邓小平强

调 “发展生产, 要用经济办法, 而不用政治办法”;

在生产关系的形式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 “哪种形式

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

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

来。”�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在思想上、组

织上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加强集体领导,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强调共产党 “要接受监督”, 不

仅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 而且也在接受群众和 “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 在对外关系上, 邓

小平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

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 邓小平强

调,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

合, 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 针对林彪制造对毛

泽东搞个人崇拜和迷信的做法, 邓小平大胆鲜明地

指出, “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要庸俗化”, “不要把毛泽

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 好象它是另外

一个东西”, 等等。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代表了我

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 代表了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

从 “文化大革命”到粉碎 “四人帮”的 10 年间,

邓小平的大部分时间被剥夺了一切领导职务, 下放

劳动, 这反倒使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社会

主义事业的前途做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 这些思考

最终升华为他复出以后的 “整顿”。“文化大革命”晚

期, 邓小平复出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既要

顽强的与 “四人帮”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又力图在

十分艰难的处境下通过一系列 “整顿”, 纠正毛泽东

晚年的错误。这期间邓小平关于 “整顿”的一系列

思想、观点、理论直接成为日后作为当代中国伟大

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源头、雏型。对此, 邓小平自

己说得十分明确。“其实, 拨乱反正在 5 年就开

始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 提出了一系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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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措施”
�

。整顿就是改革。

4.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形成和发展时

期 ( 从粉碎 “四人帮”到 1992 年南巡) 。在这一新

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

论家的政治胆略和远见卓识,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探索出一条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提出并解决了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

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系统化的邓小平

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体系。

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框架体系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博大精深、自成一体, 其

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1. “科学体系”论。邓小平从他树立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的那一天起, 在长达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

一直强调、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而且, 从

50 年代起, 邓小平还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 是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他明

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它的内涵

是丰富的: 其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不仅是革命

的科学, 而且是建设的科学, 我们过去搞革命靠马

克思主义, 现在搞建设仍然要靠马克思主义。在邓

小平看来革命和建设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 不搞革

命, 建设就失去了前题; 搞革命的目的, 是为了建

设, 不搞建设的革命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使命就是通过革命, 建成社会主义, 通过社会主义

建设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立条件。因此, 所谓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革

命和建设的科学体系; 其二, 邓小平认为, 马克思

主义作为科学体系是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科学体

系, 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

义。早在 60 年代, 针对林彪搞个人迷信, 邓小平就

尖锐的指出,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

不能割裂开来; 其三, 邓小平认为, 作为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同样也是一个科学体系。

因此, 他从 60年代起, 一再调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

思想, 准确、完整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要善于

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

各项工作。”
�

其四, 邓小平认为, 所谓科学体系是指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

体系。他说: “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或者说是由这些

基本原理构的成科学体系, 至于个别的论断, 那末,

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都不免有这样那

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其五, 邓小平

认为, 即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内容中

的论断, 也要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去理解、运

用。“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 这一个条件, 对某

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 在另外一个时间, 另

外一个条件, 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 但

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 有时分

寸不同, 重点不同, 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 所以我

们不能够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 而必须从

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bk

2. “灵魂”、“精髓”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灵魂, 这是邓小平反复讲得最多的理论观点之一。邓

小平认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

点, 这是唯物主义”,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bl 他甚至说:

“我读的书不多, 就是一条, 相信毛泽东同志讲的实

事求是。”在邓小平看来,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灵魂, 这是一个被实践再三所证明了的真理。

首先, 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实事求是中创立的, 也是

在实事求是中发展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

当代的, 是因为它始终是发展的, 是始终随着时代

的前进而实事求是地前进;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

学, 是因为他尊重事实, 尊重实践, 尊重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 它在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这已经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 其次, 实事求是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 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各个历

史阶段所证明, 尤其是为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所证明。在邓小平看来, 没有实事求是,

不依靠实事求是, 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就不

会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更不会有社会主义

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什么时候, 我们党坚持依靠实

事求是, 我们的事业就前进, 就兴旺发达; 什么时

候我们党背离实事求是, 我们的事业就要遭挫折, 甚

至倒退。因此, 他不止一次地说, 我们过去搞革命

靠实事求是, 现在搞建设仍然要靠实事求是; 最后,

实事求事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

论的基石。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

功, 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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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宾的谈话中说: “国外有些人总是把我看作是改

革派, 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 我是改革派, 不错; 如

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 我又是保守派。所

以, 我既不是改革派, 也不是保守派, 比较正确地

说, 我是实事求是派。”事实上, 邓小平关于 “中国

特色”论, “初级阶段”论, “生产力标准”论,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造, 都

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 都是实事求是的

结果。正因为如此, 邓小平说: “如果反对实事求是,

反对从实际出发, 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那还说

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bm

不难

看出, 把实事求是看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精髓和灵魂, 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本质所作的

最简明最深刻的揭示!

3. “基本原则”论。邓小平反复提出, “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

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的

考虑: 第一, 从哲学层次上来讲, 根据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运

动的基本矛盾;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 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

最终决定力量; 第二, 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所决定的。邓小平说: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

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

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

的中心任务。”bn 第三, 中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 其中

的挫折、教训从反面证明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深切地指出, 多少年来我们吃

了一个大亏,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 还是 “以

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

就是发展生产力。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不是马克思主

义。第四, 判断一切工作的得失成败, 关键看它是

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4. “精神动力”论。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巨大功能的一个十分准确而

深刻的理论观点。从 1984 年到 1986 年, 邓小平在

对外宾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时, 十分自

豪地反复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信

念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得以成功的“精神动力。”他说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对马克思的充分

信仰, 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

结合, 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 中国

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 没有独立, 也没有统一。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

力。”bo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

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

们有理想, 有马克思主义信念, 有共产主义信念。”bp

他还进一步指出, 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

理论还是我们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

性和创造性, 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

证。1985 年, 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

“我希望党中央能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使全党的各

级干部, 首先是领导干部, 在繁忙的工作中, 仍然

有一定的时间学习,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

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

造性。只有这样, 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建

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直达到我们的

最后目的, 实现共产主义。”

5. “坚持、发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讲得最多, 做得最坚决。他认为, 所谓 “坚

持”马克思主义, 首要问题是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

主义? 这个问题, 过去 “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讲,

坚持马克思主义, 就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

么,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 邓小平认为, 林

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不是马克思主义, 而是十

足的反马克思主义; “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是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 “两个凡

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

主义; 不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 不和

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马

克思主义; 不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马

克思主义, 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空想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事

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时代 特征相结

合, 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注重发展生产力

的马克思主义, 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才是当代

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 坚持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 要敢于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这一点上, 邓小平以他 “三落三起”的

非凡经历警示我们 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是要

敢于同来自 “左”、右两方面错误言行做坚决斗争,

敢于碰硬, 敢于摸老虎屁股; 二是要在革命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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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要关头, 要敢于挺身而出, 坚持真理; 在错误

思潮甚嚣尘上, 多数人不能觉悟, 党的政治生活不

太正常的情况下, 要敢于反潮流, 不怕孤立, 不怕

开除党籍, 不怕老婆离婚; 三是在个人因坚持真理

受到不公正的打击, 甚至撤职, 下放劳动的逆境中,

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 在坚持真理与个人的

荣辱沉浮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 要毫不犹豫地敢

于舍弃个人的利益, 不怕被打倒, 不怕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还认为, 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坚

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 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指导地位不

动摇;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

良传统不动摇。

邓小平不仅强调要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

且尤其重视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所谓真正地坚

持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

的科学, 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缔造, 由他们的后

继者不断发展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体系。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和实现, 是由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

者来推动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发展的, 它

的理论体系是开放性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

根据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 邓小平反复强调

以下几点: 第一, 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不拘泥于教条, 不

照搬别国模式, 而是要敢于动独立思考, 敢于 “闯

禁区”; 第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以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促成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新的实践达到新的结合。只有

在这种新的结合中,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

得以扩展和丰富, 才能找到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新的

生长点, 才能为新的理论产生奠定基础; 第三, 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是创新。没有创新, 就没

有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要讲前人没有讲过的

话, 要有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要有新话, 新东西;

第四,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及时概括和总结

人民群众在实践创造中的新鲜经验, 这是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

6. 切实 “管用”论。切实、管用, 这是邓小平

在关于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主张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同样要采取

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首先,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身要实事求是。他说,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

主义, 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 马克思主义是很

朴实的东西, 很朴实的道理, 因此, 学习马克思主

义首先要切合马克思主义这个实际; 其次, 也要切

合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马克思主

义的本子是需要的, 但要看对象, 要求广大人民群

众读大本子, 是形式主义, 办不到。因此, 不要以

“理论家”自居, 哗众取宠, 更不能用大本子吓唬群

众。再次, 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切合我们面临的建

设任务的实际, 不要用本本上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去

裁剪实践。不要一遇到新问题、新情况就到 “大本

本”上找答案, 马克思、列宁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

死后上百年的新问题提供答案的任务。新的实践遇

到新问题, 要在新的实践中求得解决, 要由实践来

解决, 拿事实来说话, 不要争论, 不要做抽象的争

论! 为此, 邓小平主张,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所

谓 “要精”, 一是要精学, 要有的放矢地学, 不要搞

本本主义; 二是要学精, 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精神实质。所谓 “管用”, 一是要懂得学习的目的

是为了应用, 而不是别的; 二是要把学到的东西应

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邓小平看来, 精学和管用是

相辅相成的, “精”是 “管用”的前提条件, “管

用”是 “精”的根本目的, “管用”从根本上要求

“精”。

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新时代、新实践的伟

大产物, 它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

发展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1.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使我们党从教条的、

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

人们长期固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关于阶级斗争和无

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而不顾时代的变化发展, 离开

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阶级斗

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显然是不科学的。尤其

是在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之际, 在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成为我国主要矛盾, 阶级矛盾已降居次要地位

的情况下, 仍然强调阶级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把全部工作重点放到运用无产阶

级专政搞阶级斗争, 就是十分片面的, 而且事实证

明是错误的。正是鉴于我们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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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 等: 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7



验教训, 邓小平才反复讲, “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

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 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 ‘各

尽所能, 按需分配’。按需分配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

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按需分配? 共产主义能够是

贫穷的吗? 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才

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br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摆到

首位的观点, 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

力的原则, 又以新的内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 还从高层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内

在的根本属性和优越性, 使我们党终于摆脱了 “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 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认识。

2.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回答、解决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处于低潮,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瓦解, 资产阶

级的思想家叫嚣马克思主义死亡了, 社会主义失败

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动摇了, 对社会

主义的前途也丧失了信心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从反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

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怎样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等等大问题入手, 认真总结了国际

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创造性地解

决了怎样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

并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

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20 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的实践, 使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

势头,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天改善和提高, 中

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日益扩大,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社

会主义的事业在中国蒸蒸日上。中国 20 年来的实践

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对它的创造性应用,

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强

指导; 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

的光明前程!

3. 邓小平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

论贯穿到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的方方面面, 使我们

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的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飞跃, 从而使马克

思主义更加贴近于现实生活, 更有利于人民群众对

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运用。邓小平从来不抽象的谈

论马克思主义, 他总是围绕着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谈

论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也从来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来

一般的谈论社会主义, 他总是论说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 马克思主义在现阶

段就是社会主义, 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当代的马

克思主义, 二者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离开社会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离开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

识见,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渗透、内在、具体

化在邓小平理论中。譬如,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因此, 邓小平就把它作为党的

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具体化在初级阶段理论、市

场经济理论、“三步走”战略步骤、“一国两制”构

想当中; 又譬如, 发展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则, 邓小平把它具体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规

定, 还把它作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把它具

体化为 “四项基本原则”当中, 并把它具体 化进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当中, 等等。

4.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为我国中国共产党

人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从国际和国内的情况来看,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

上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社会主义的高潮

远未到来, 新的、不可预测的、潜在的问题还会不

断出现,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要象邓小平那样, 必须

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真正地坚持和发展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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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毛 毛著 《我的父亲邓小平》, 第 11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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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23、270～271 页。

�bo bp bq br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81、63、110、147、254～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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