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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全面系统探讨毛泽东建党思想

科学体系发展史的开创性著作

—— 《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 专家座谈会综述

李　斌　雄

　　国内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原理的较多 ,但把毛泽东建党

思想原理寓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中并把这一科学体

系的形成、 发展作为重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 , 特

别是把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当作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

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新发展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 ,目前还未

见到。最近 , 由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宋镜明

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毛泽

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 的最终成果——

《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发展史》 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于 1998年 4月正式出版。该项成果的面世填补了毛泽东建

党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1998年 9月 29日 , 武汉大

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专门举行《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发展

史》一书专家座谈会 , 来自湖北省党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数

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对该项成果进行了全面的评述 ,并给

予高度评价。 现将有关专家的观点综述如下:

1. 陈乃宣 (湖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 教授 ): 该书全面

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博大精深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以及这一科学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把毛泽东建

党学说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研究 ,目前尚属仅见。它是一部

研究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是一部研究具

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宏著 ,是一项研究具

有 “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工人阶级政党学说 , 或具有独特

形式和内容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崭新理论课题。具体而言 ,

其主要理论贡献 ,一是详尽地阐明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怎样在农民群众占大多数的国度里 ,在农村环境的

特殊条件下 , 开辟了一条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道路。这是

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有机地结合起

来用之于党的建设、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特殊贡

献。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 论

述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 ,阐明了在中国建设无

产阶级政党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三是着重论述了党的思想建

设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我党运用整风方式进行思想上建党的

创造性 , 特别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思想上入党的极端重要性。

四是论述了党与政权、 党与军队、 党与民主党派、 党与其他

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 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础上 , 阐明了

党的领导原理、 领导制度、 领导作风、 领导艺术等问题。五

是论述了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特别突出地论述了邓小

平党建思想的根本特色和历史地位。此外 , 该书还论述了不

同历史时期 , 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 张闻天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确立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具

体贡献 ,阐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是我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

2.李会滨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

授、 博士生导师 ): 该书全面、 系统、 深入地阐述了毛泽东建

党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 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 , 是国内在

党建研究中做出的一项有重要价值的新成果 ,具有许多鲜明

特点: 第一 , 视野开阔。该书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发

展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来研究 ,放到时代特征和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研究 ,突出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实践依

据和时代特色。同时 , 该书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同研究

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相结合 ,同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建党思想相结合 ,同研究邓小平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理论相结

合 ,说明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继

承和发展 ,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 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学说的

理论基础。第二 , 体系完整。该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原则 , 以中共党史为线索 , 以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党建

论著和党建历史文献为根据 ,建构了一个新的比较完整的毛

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 , 历史地、 详细地展开论述了毛泽

东建党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文化渊源 ,毛泽

东建党思想的萌芽、 形成 、 成熟和完整体系的建立 , 以及毛

泽东建党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第三 , 史论结合。该书材

料十分丰富 , 几乎每一章都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 用

来说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该书许多重要观点、

结论 ,都是从丰富的史料中概括出来的 ,是论从史出的结果。

因此 ,该书从总体上说 ,较好地体现了史与论的有机统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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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论证深入。该书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中许多问题

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分析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 并回答

了一些在学术界存在争论的问题 ,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 荣开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该书有三个特

点: 一是立题及课题成果带有很强的开拓创新性 , 它从 150

多年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实践来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发展史 ,

是一项填补毛泽东建党学科研究空白的科学著作。第二 , 全

书的论述具有系统完整的科学性 ,它不仅把毛泽东建党思想

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比较清楚 ,而且跳出了就党建论党建的框

框 , 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新时期的

改革实践结合起来 , 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使得立题具有较强的网络

性和立体性 , 使毛泽东建党思想史成为有血有肉的发展。第

三 , 该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立足于党建现实面

临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作出史与论相结合的阐述和深刻

反思 ,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4. 雍涛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从毛

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角度来看 ,该书具有三个特色。一是该

书从党的哲学思想来考察、 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 , 把党的哲

学思想作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世界观。第二 , 该书考察了毛

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在毛泽东建党思

想发展史中研究文化根源是比较成功的。第三 , 该书阐述了

邓小平党建理论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关系 ,这方面的内容也

是比较成功的。

5. 康裕震 (湖北省党史学会会长、 研究员 ): 该书以丰

富的史实、严谨的体系深刻论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发展的历

史 , 特别是把邓小平党建理论同毛泽东建党思想联系起来 ,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 ,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抓住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 毛泽东建党思想 ,特别是把邓小

平党建理论作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进行全面、 系统、 深刻的研究 , 对我们今后研究毛泽东建党

思想更是具有启迪意义。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发展

史上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以贯之 , 一脉相承。毛泽东建党

思想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基础 ,邓小平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建

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特

点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充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强

大生命力和科学性。第二 ,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一个科学

体系 , 只有准确、 完整地理解它 , 才能求得真理 , 分清是非 ,

战胜错误。作者用大量的篇幅 ,阐述了邓小平对这一至关重

要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卓绝贡献。第三 , 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是一个发展的理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我们不仅要

敢于坚持更要善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否则就不能建

设好一个能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执政党。

作者对邓小平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进行了全

面分析 , 把邓小平发展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概括为十大表

现 ,阐明了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

建设的成果时 ,又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

以改革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为发展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所作

出的新贡献。

6. 梅荣政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 ): 该书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的学科发展上有创新。 首

先 , 在理论体系上有创新。该书把毛泽东建党思想原理的一

个观点系统化和体系化 ,并由此去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

体系的发展史。这是一个理论贡献。同时 , 该书把毛泽东建

党思想放在运动之流中去研究 ,使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

中的每个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有了系统的显现 ,做到了

史论结合。该书还正确地阐述了邓小平党建理论与毛泽东建

党思想科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其次 , 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上也有创新。该书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放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这个问题中去研究 ,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与马列

主义建党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

合起来、 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的研究结合起来 , 因而使得

这种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 , 又是有中国特色的。再次 , 该

书从党建方面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阶

段性。

7.宋刚峰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

员 ): 从党建实际工作的角度看 ,这项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实

践价值 , 对于解决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首

先 , 该书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进行研究 , 突

出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地位 , 有利于学科建设。其次 , 这项研究成果紧密联系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化特

色。书中的研究结论为解决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提供

了理论依据。再次 , 该书超前地研究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

体系与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关系 ,对于当前推进党的建设的新

的伟大工程有重要意义。

此外 , 专家们也对该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设性意见。

作　者: 李斌雄 ,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 武

汉 ,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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