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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briefly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It sums up and expounds the main prob-
lems which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have answered and resolved by analysing
and contrasting．Then it states that the Three Pepresent’s thought of Jiang Zemin i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modern China and expounds its profound and lasting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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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内涵�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
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进入新
世纪的纲领性文献�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
东、邓小平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他们从各自所处的
时代出发�回答和解决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断推
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1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

论成果�它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文化比较发
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以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
的英、法、德、美为研究对象�并积极投入工人运动、阶
级斗争和科学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
说�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并批判了其错
误�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认为�
只有实现了蒸汽化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生产力革
命�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经

济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一般来说�要通过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
产阶级专政国家。然后再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生产者�尽量
增加生产力总量�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
配和计划经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再进一步发展到
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
的同时�帮助亚、非、拉、大洋洲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最终达到世界大同。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独立研究了12
年。当时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使恩格斯
认识到以往“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
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1］�而且今后
几十年资本主义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设想在
法国、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和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
国�通过议会合法斗争�“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
会” ［2］。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共和国可以作为无产阶
级的特殊形式�将来如果不必用剥夺而“能用赎买摆
脱”剥削阶级�“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 ［3］。恩格
斯还强调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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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4］。他还预
测到革命的中心将转移到落后国家�俄国革命政党的
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将“成为全世界社会革
命的开端” ［5］。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回答了在经
济文化发达国家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走什么样的
革命道路以及革命成功后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等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人们称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因为马恩在世时他们所创立的理论没能得到正
式实践。但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是世界社
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2　列宁第一次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
实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俄国的青年革命家列宁
已在彼得堡把20个左右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
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进而于1898年建立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因此20
世纪�带头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落到了后起的俄
国无产阶级身上。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足于俄国经
济文化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揭示了资本
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社会
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比较薄弱环节“一国
或数国取得胜利”�及时领导和发动了1917年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
基本原则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人们把列宁
创立的“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一国革命论）、“城市
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和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等称为
“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虽然列
宁在世时已经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并提
出了新经济的设想�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些设
想没能付诸实施。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
模式的弊端继续得到强化�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受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世界上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压迫
和封建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供了新的经验。
3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走什么样的
革命道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
“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是
“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 ［6］的任务。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洋务运动、天平天国、戊戌变
法、义和团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数有识之士
为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都
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为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指明了
一条新的发展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
纲领、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
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了一条独特
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

难探索和实践。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在探索实践中所形成的正确理论原则

和失误的教训�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创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

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取得革命胜利�走什么样
的革命道路�革命成功后选择什么样的改造道路�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
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马列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
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4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后�怎样坚持、巩固、建设
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
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始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取得了极其
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重任
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的肩上。
历史的起落曲折�迫使人们思考。邓小平作为我

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虽然在文化大
革命中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到远离中央的江西接受

所谓的“劳动改造”�但这恰恰使他有了更多对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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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目标和道路进行更深层思考的时间和机会。
错误和挫折以否定的形式推动着认识的发展。没有
挫折和失误�没有正反经验的比较和总结是不可能发
现真理的。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特有的革命胆略、政治
智慧和理论创新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顺应国际局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的时
代潮流�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
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地解决
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发展阶段、
根本任务、战略目标、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
领导核心、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在我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课题�科学地构
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继承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过程中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被国内外誉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
理论的新发展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一个国家取得社
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关系其历
史命运的主要是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科学创建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国
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前者关系到怎样坚持、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者关系到建设什么样的党和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
大最根本的问题�前苏联、东欧都没有解决好�从而葬
送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社
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集中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两代领导集体和全党的智慧�才初步地但是系统地回
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把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
集体始终高度重视。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国内外
的敌对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既感到无可奈何又期

盼我们失败�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
下”。我们党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的
“治国能力”表示怀疑�对我们党能否长久执政表示担
心。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应邀到延安访问时�曾
根据历史的更迭和国民党兴衰的经验教训�向毛泽东
同志提出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周期率问题。接

管北平后�傅作义先生也提醒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
后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
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甚至有一些朋友更
加直言不讳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
毛泽东曾乐观地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
是难得没有办法。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担心时�毛泽
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在中国
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
郑重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
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
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
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人民感谢
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
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
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
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能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
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
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
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8］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幸而
言中。张子善、刘青山就是这样的典型。张子善、刘
青山的问题暴露后�毛泽东痛下决心�坚决果断予以
严惩�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五六十年代社会上形
成的良好党风和社会风气�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同时�也高度关注我们党的建设问
题。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待时明确指出：“常委会的
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
不行了。” ［9］从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
集体一直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使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坚强核心�作为最关注的首要问题。
十多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为加强党的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同
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
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加强党的建设的全局性问题�提出
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要求。这就是：在当
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要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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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
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如何
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在一系列党的工作会议和一些重要讲话中
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如强调
领导班子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讲学习、讲政
治、讲正气�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素质和能力。从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系统的阐
述�是在邓小平同志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进一步回答了“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又一根本问题�
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
建设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其意义极其深远。

一是“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党在现阶段的历史
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关系。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
在党。我们党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
现民族振兴�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
自身建设�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使党成为中国先
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要使党成为中国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
德水平；要使党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
表�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只注意物
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就不能协调一致；如果只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放松物质文明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从而
也就不能建成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即使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如果党的自身建
设没有搞好�丧失了先进性和领导资格�失去了党的
领导权�就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和动乱�反过来影响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是“三个代表”思想揭示了使我党经受住任何

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谛之所在。今天�国际
环境、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
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使我国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又面临严峻的挑战�也给我们党这样一个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执政党建设带来许多

新的课题。我们党只有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紧紧抓
住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根本�并始终
成为这三个方面的忠实代表�才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失误�保证我们的事业健康
发展。所以�始终坚持“三个代表”�是我们党提高执
政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巩固执
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三是“三个代表”的实质是“三个始终代表”。历
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前到取得统
治地位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某种意义上都曾起过
“代表”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无一不是逐
步走向反面�成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
反动阶级�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的。江泽民同志要求
全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就从根本上把我们党与
剥削阶级的政党明确区别开来�同时也进一步提醒全
党不要以光荣的历史而沾沾自喜�停滞不前。因为历
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未来。否则�就难以跳出
剥削阶级由“代表”到“不代表”、由兴到衰的周期律。
只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党才能有光辉的未来�才
能领导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是“三个代表”是我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
话中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
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
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必须始终不渝
地做到“三个代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上�只要始终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总要求�建
设我们的党�就一定能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带领和团
结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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