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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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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河南太康人
,

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

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内容提要 邓小平的理论教育思想阐述 了理论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揭示 了理论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

确定 了面向 21 世纪中国理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

向
,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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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

是邓小平

教育理论
、

因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邓

小平的理论教育思想
,

精辟阐述了理论教育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的地位和作用
,

深刻地揭示

了理论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

确定了面向 21 世纪

中国理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

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

是新时期我国理论教

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
。

深人学习邓小平的

理论教育思想
,

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学风
,

用邓小平

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

具有重要意义
。

邓小平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社

会主义历史命运 的高度
,

深刻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所具有的极其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1 9 7 8 年 12 月
,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开辟新时期新道路
、

开创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中
,

明确指出
:

“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
。

在这场

伟大的革命中
,

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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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
。

因此
,

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
,

善于重新学

习
。 ’ ,①他进一步强调指出

: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

例

如需要学经济学
,

学科学技术
,

学管理等等
,

学习好

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
、

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但是
, “

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 ,② 。

他还说
: “

我们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大党
,

我们 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
,

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
,

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 ?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的旗帜
,

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
’ ,③针对有

的同志提出的疑 问
: “

现在我们是在建设
,

最需要学

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
,

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有什么实

际意义 ?
’ ,④他十分明确地 回答说

: “

同志们
,

这是一

种误解
。 ” “

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时代和任务不同了
,

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
,

这就

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
,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
。 ’ ,⑤从而强调 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

是现

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
。

指

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

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现代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

失去动力
。

改革开放 以

来
,

面对变幻多端的国际风云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

的干扰
,

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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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

就是因为我们遵照邓小平的

教导
,

充分发挥了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

论
,

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重要作用
。

他多次反复强调
,

要在全党系统地深

人地进行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 论的教

育
,

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
。

他指出
,

我们的现

代化建设是在一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

我们

既面临着 良好的历史机遇
,

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

西

方大国经济
、

科技领先
,

控制国际市场
,

推行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
,

国际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 国进行

渗透和颠覆活动
。

在国内
,

我们又处在一个继往开来

的关键时期
,

在前进 中面临许多复杂的新矛盾
、

新问

题
,

需要正确处理
。

所以
,

我们要继续开拓前进
,

就必

须进一步提高全党学习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

基本

路线的 自觉性
、

坚定性
。

只有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
,

才能够驾驭全局
,

掌握改革和建设的主动

权
,

抓住机遇
,

发展 自己
;
才能够在变幻的国际形势

中保持清醒 的头脑
,

在任何风浪中
,

站稳脚跟
,

在实

践上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

江泽民的

这些指示精神
,

充分阐释 了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用马

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

搞好理论教育
,

对于搞好现代化

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

邓小平从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出

发
,

阐明 了进行理论教育
,

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

义
,

弄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真正做到用科学的理论

武装人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
。

邓小平指出
,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
,

从根本上说
,

就是要造就
“

认识到人民 自己的利益并

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
’ ,⑥ 。

他说
: “

中国的事

情能不能办好
,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

经

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

从

一定意 义上说
,

关键在人
。 ’ ,⑦他还语重心长地说

:

“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
,

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

代人身上
。

… …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
,

有分量
,

敌

对势力知道变不了
。

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
,

谁

来保险? 所以
,

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
,

把我们的专

政机构教育好
,

把共产党员教育好
,

把人民和青年教

育好
。 ’ ,⑧邓小平一 口气讲了四个

“

教育好
” ,

真是异

乎寻常
。 “

教育好
” ,

从内容上说
,

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

主要解决

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

邓小平曾经先后两次提到陈

云建议中央提倡学 习的事情
,

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

义哲学
,

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

他指

出
: “

现在
,

有些人发议论
,

往往只看现象
,

原 因是理

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
。

只有打下根底
,

才能真正纠正

错误
,

包括纠正
`

左
’
的和右的错误

。

延安整风
,

反对

主观主义
、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

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

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 ,⑨ 。 “

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

解决问题
” ,

就是要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 “

加强

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
、

系统性
、

预见性
’ ,L 。

二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

是我们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
。

邓小平指出
: “

没有这

样的信念
,

就没有凝聚力
。

没有这样的信念
,

就没有

一切
。 ’ ,L “

我们这 么大一个国家
,

怎样才能 团结起

来
、

组织起来呢 ? 一靠理想
,

二靠纪律
。

组织起来就

有力量
。

没有理想
,

没有纪律
,

就像旧 中国那样一盘

散沙
,

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 ?我们的建设怎么

能够成功?
’ ,
@所 以

, “
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

下

两代
,

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

一定不能让

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

那绝对

不行
。 ’ ,L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理想信念

,

是 团结

人 民同心同德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凝

聚力
。

所以
,

邓小平指出
: “
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

,

认

真学习马克思
、

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 ’ ,L

江泽民进一步 阐发了邓小平关于理论教育的本

质思想
,

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
“

用科学 的理论武装

人
”
的 口号

,

其理论内涵
,

最重要的是两点
:

第一
,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

在当代中国
,

就是

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全党
,

武装人民
。

因为邓小平理

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

是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
。

不仅如此
,

还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

革命风格和崇高品质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我们党永远

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

第二
,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

从教育对象上看
,

最重要的是两部分人
。

首先是党的干部
,

特别是领导

干部
。

江泽民指出
,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

干部就是决

定的因素
。

干部的素质如何
,

能否经受住执政和改革

开放的考验
,

胜任党的任务的要求
;
能否正确判断风

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

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

关系到社会主义在 中

国的命运
。

切实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和政治敏锐性
,

这

是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

其次是广大青年
,

特别是青年学生
。

江泽民指

出
,

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
。

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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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
,

是关系改革开放前途和二

十一世纪国家面貌的大事
,

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

百年不动摇的长远大计
。

江泽民的这些精辟论述
,

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深刻的本质
。

邓小平从端正学风 出发
,

提出坚持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的原则
,

是
“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 ,⑥ ,

因而

也是进行理论教育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律
。

第一
,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
“

普遍真理
” 。

早在五十年代
,

邓小平在 回答国际青年代表 团

对他提 出的
, “

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

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
”
的问题时说

,

我们党根据我

国革命中的失败和成功的经验
, “

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
,

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
,

指导我国的建

设
。 ’ ,

@ 他进一步指出
,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

理
。

它包含两个方面
,

一方面叫普遍真理
,

另一方面

叫结合本国实际
。

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

行
。 ’ ,L应当说

,

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

进人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
,

他又强调指出
: “

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

国共产党根据 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
,

离开 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
,

没有意义
。

所 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 中心
,

不可能

有 中心
。 ’ ,L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 中

,

他把经验上升

为理论
,

把理论提高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
,

指出
: “

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
,

走自己 的道路
,

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

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 ,L

邓小平进一步指 出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

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必须反对主观主义
。 “
反对主

观主义有两个方面
,

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

义
。

教条主义
,

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
,

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
,

它使我国革命遭受过失

败和挫折
。

经验主义
,

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
,

只

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
,

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原则
。

两者我们都反对
。 ’ ,L但是

,

危害最烈的是

教条主义
。

教条主义是产生
“

左
”
的错误指导思想的

根源
。

针对着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

他说
: “

现在
,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

也有
`

左
’
的东西影响我们

,

但

根深蒂固的还是
`

左
’
的东西

。

有些理论家
、

政治家
,

拿大帽子吓唬人的
,

不是右
,

而是
`

左
, 。 `

左
,

带有革

命的色彩
,

好像越
`

左
’

越革命
。 `

左
’
的东西在我们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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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
,

一下子被他搞掉

了
。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 `

左
’

也可 以葬送社会主

义
。

中国要警惕右
,

但主要是防止
`

左 ”
,
@

。

江泽 民指出
,

学风问题实质是党风问题
。

能不能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是理论上和

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

是领导革命和建

设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
。

他强调说
,

从党的历史上

看
,

什么时候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好
,

党的事业就蓬勃

发展
; 反之

,

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

因此
,

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

他告诫全党
,

马克思列

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
,

丢 了就丧失根本
。

但是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

题
,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 中心
;
着眼于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的运用
;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

的理论思考
;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

静止地孤

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

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

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
、

对立起来
,

没有 出路
。

因

此
,

必须同不 良学风作坚决 的斗争
,

坚持理论与实

际
、

学习与运用
、

言论与行动的统一
。

以坚韧不拔
、

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

去创造新业绩
,

开拓新局面
。

第二
,

端正学风
,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最根

本的是要完整
、

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

学习马克思主义
,

进行理论教育
,

必须完整准确

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

这也是邓小平的一

贯思想
。

他并且对割裂
、

歪曲
、

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

体系的错误做法进行 了长期的斗争
。

1 9 7 7 年
,

粉碎
“
四人帮

”
后不久

,

当时还没有完

全恢复人身自由的邓小平就针对着
“

两个凡是
”

给中

央写信
,

明确提出
: “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

全军和全 国人

民
,

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

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事业
,

胜利地推向前进
。 ’ ,

@他强调说
: “

这是经过反

复考虑的
。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
。

… … 我们要

高举旗帜
,

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 ’ ,

@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
,

他又多次批评过
“
两个凡

是
” ,

指 出
“ `

两个 凡是
’
不是马列 主 义

、

毛 泽 东思

想
’ ,

@
,

解释所谓
“

准确
、

完整
”
的涵义

。

他指出
: “

我说

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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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

工作
,

只有这样
,

才不至于割裂
、

歪 曲毛泽东思想
,

损

害毛泽东思想
。 ”
伽

`

否则非犯错误不可
’ ,L 。

邓小平总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

1 9 7 9 年 3 月
,

针对着资产阶级 自由化 的观点
,

他指 出
,

有极少数



石 云霞
:

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人
, “

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

或者

口 头上拥护马列主义
,

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
。

我们

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
。

有些同志说
,

我们只

拥护
`

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 ,

而不拥护
`

错误的毛泽东

思想
’ 。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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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科学体系
。

至于个别

的论断
,

那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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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场

第三
,

端正学风
,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在思

想方法上
,

就是必须要坚持
“

双百
”

方针
。

坚持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是进行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
,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
。

早在

50 年代
,

他就指出过
:

思想上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

鸣
”
的方针

, “

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
,

对我们党有

极大的好处
,

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
。

如果我们不注意
,

不搞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

思想

要僵死起来
,

马克思主义要衰退
,

只有搞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

各种意见表达出来
,

进行争辩
,

才能真正

发展马克思主义
,

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

这一点
,

斯大

林犯过错误
,

就是搞得太死了
,

搞得太纯了
。

在苏联
,

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
。 ’ ,
汤

当然
,

发扬 民主
,

坚持
“

双百
”

方针
,

绝不是 自由

主义
,

不能理解为绝对 自由
。

他指出
: “

有些人把
`

双

百
’

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 自由
,

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

放
,

不让马克思主义争
。

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 这就

把
`

双百
’

方针这个无产阶级 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

歪曲为资产阶级的 自由主义的方针 了
。 ’ ,
每

1 9 8 3 年 10 月
,

邓小平为景 山学校题词
,

提 出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1 9 9 2 年初
,

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 出
: “

学马列要精
,

要管用

的
。

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
,

群众怎么

读 ? 要求都读大本子
,

那是形式主义的
,

办不到
。

我

的人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和《共产主义 A B C 》
。 ’ ,L

他又说
: “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

要提倡这

个
,

不要提倡本本
。 ”

他还说
: “

我读的书并不多
,

就是

一条
,

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 ’ ,

@ 这些光辉论述
,

为我们确定 了面 向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

党的十五大
,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 为党的指导思

想
,

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
,

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高潮
。

我们坚信
,

在

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

充分发挥邓小

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的指导作用
,

使全党的

理论学 习深人
、

扎实
、

持久开展下去
,

建设有 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
,

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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