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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何去何从牵动着中国人民的信仰和信念的神经。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在同顽固的教条主义、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

坚决斗争的新起点上进行的。“不忘初心”，始终成为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保证。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常有人在解放思想时，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

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底线，在面对改革的“硬骨头”“深水区”时，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为名，

模糊、排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本体，用新自由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有人面对过大的收入

差距、严重的不正之风，以教条主义态度反对改革，用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公式反对发展着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历史本体论与实践创造论辩

证统一的视角，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根本方法论，成为党在新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何 畏

内容提要 “不忘初心”，成为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保证。

在面对改革的“硬骨头”“深水区”时，有的人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为名，模糊、排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

本体，用新自由主义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人面对过大的收入差距、严重的不正之风，以教条主义态

度反对改革，用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公式反对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

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原则、方法和任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体

现了历史本体论与实践创造论的辩证统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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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历史本体论和实践创造论意义

“初心”，即起点之心，它是社会实践主体进行重大历史活动或重大社会选择时的信仰选择、理想

设定、政治承诺和立业之志，是这个实践主体创造历史的根据和本体。一个政党的“初心”，就是建党

时对自身理论信仰、性质宗旨、历史使命、奋斗目标的选择、定位和承诺。

崇高信仰、远大理想，是成就历史大业的思想前提和精神保证。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政党、国

家，没有对根本目的、远大目标的理想执着，没有对作为对支撑理想目标的科学理论的坚定信仰，都不

能成就大业。但凡成就大业和持续辉煌者，皆以不忘初心为根本。佛教徒为了修道成佛而坚信：“三

世一切诸如来，靡不护念初发心。”[1]在佛家看来，成佛的奥秘在于守护好“初发心”，即时刻护念踏进佛

门之始心中所秉持的那颗成佛利生之心，那份真诚质朴的求法向道的志愿。宗教信仰如此，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一个

政党，只有始终牢记、敬畏自己建党时的理论信仰、理想使命和政治承诺，才能始终保持“永远在赶考

路上”的进取状态、谨慎之心和政治本色，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永不迷向。

社会历史特定主体的“初心”，是其创造历史的观念前提，是其创造物的观念本体，在这个意义上，

“初心”具有历史本体论地位。“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的根本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特定观念引导

下对自然存在物的形态或本质的改变，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本质是对象性，即人把自己的目的

植入实践对象，马克思对蜘蛛、蜜蜂的活动和工匠的劳动的差别做了这样的比较，马克思说：“蜘蛛的

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工程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

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

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

实践结果像一面镜子，映现着人的本质，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所以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

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

理学。”[4]

正是“初心”成了人类重大实践活动的初始目的、远大目标和理性意志，具体化为人的对象化活动

的根据和蓝图，这恰恰是人的活动的计划性、预见性、能动性的最鲜明表现。特定社会历史主体的“初

心”是其“继续前进”的创造根据和持续动力。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同

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

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5]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通过扬弃目的的客观前提的直接性

而在对象中实现目的。黑格尔论证道：“目的的运动可以这样来表述，即运动的进行是要扬弃目的的

前提，也就是要扬弃客体的直接性，并且要建立由概念而规定的那样的客体。对客体这样否定的对

待，也同样是对自身的否定的对待，也就是目的的主观性的扬弃。”[6]作为过程的初始图式并规定着过

程的观念，目的志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因而它“自身即是一种扬弃或主动的力量，它能够否定这

种对立而赢得它与它自己的统一，这就是目的的实现。在这个过程里，目的转入它的主观性的对方，

[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第2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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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客观化它自己，进而扬弃主客观的差别”[1]。

特定社会历史主体忘记“初心”将导致主体和事业的双重变质。“初心”一方面自我规定着“我是

谁”，忘记“初心”就放弃了对自己性质的契约性规约，导致变心变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

着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变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政党，

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非无产阶级政党，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蜕变为平

庸的、利己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初心”规定着“我要到哪里去”，忘记“初心”就是放弃对自己的理

想使命的政治承诺，改旗易帜，背离当初选定的社会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放弃马克

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要想避免走弯路，就要将反思党及其事业的本质设定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实践的全过程。对“初心”

的反思是一种历史思维，或曰历史本体论思维，就是人对自身及其相关事物的本原、本质、根本目的的

持续追问，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时刻提醒自己“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如果在“我

是谁”的认知上出现偏差，将会在“我到哪里去”的过程中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反思初心、“不忘初

心”才保证特定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和理念前设的战略定力，奠定着“继续前进”的观念根基，明

示开拓创新的根本方向，唯其如此，自身才能成其强，事业才能成其大，并不断趋近于远大理想目标。

所以习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

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3]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本体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本体和全部实践的价值所向。“不忘初

心”，最本质的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牢记中国共产党是谁？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习总

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4]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给予共产党人的是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使

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不合理的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共产

党之所以为共产党，就是因为它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党就变质了，即使它还叫共产党，也已名存实亡。

一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忘记甚至否定“初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危险。2013年

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

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是非观

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

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

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一句话，他们背离了自己的政治誓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甚至走向了对立面。“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

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总书记甚至还作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7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3]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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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我们的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1]这是一个需

要全党以实际行动持续作答的试题，时刻都在检验着每个党员的政治和道义水准。

有的学者甚至从“共产主义”概念的翻译上来消解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这一译法出自朱执

信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0世纪50年代翻译家许渊冲提出，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德文“Kom⁃
munismus”译为“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原意中没有“共产”只有“共同”的意思，应当翻译为“共同主

义”。最近又有学者把这一观点翻了出来，企图从理论源头上消解共产主义信仰提供文本佐证。这是

典型的望文生义的翻译主张。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

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再到《共产党宣言》，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认为，共产主义的

“目的只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

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通过消灭私有制来使“全部生产集中在

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平等和自由，使社会成

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4]。因而“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5]。马克思恩格斯还特

别说明，“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

权力。”[6]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舍此，就无科学共产主义可言，将

“Kommunismus”译为“共产主义”，最能表达马克思的理论本质，译为“共同主义”却无法表达科学共产

主义宣言的目的和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批评费尔巴哈借助“共同人”来宣

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荒谬性[7]。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两个经过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当前遇到两大挑战：一方面有人以教

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有人打着“中国特色”的旗

号搞新自由主义置换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这两大挑战都会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

断的危险”。面对各种挑战，习近平同志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了澄明。一方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实然性定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

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作出应然性要求，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8]后面

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全党和全社会足够的重视。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个看似早已心知肚明的老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变得若明若暗

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历史时刻，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

有的五个主要方面的“决定意义的差别”，这就是：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

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

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

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

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415页。

[2][3][4][5][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第45页, 第53页,
第66页，第47页。

[7]《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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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过渡，等等[1]。澄明这些原则，意在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源头，表明共

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之根、未来前途和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信仰选择和奋斗

目标定向，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决不是书斋中的理性玄想和观念建构，也不是善良意志的价值

偏好，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现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

经济运行机制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物的价值颠倒，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论证了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主宰历史、享

有历史进步成果的历史公正性、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为此坚持实现解放人民、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

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从而既占据了“理论制高点”，也占据了“道义制

高点”[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

反对教条式地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

件为转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

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

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置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

的科学社会主义”[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最本质、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

“理论逻辑”，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对于实践主体所具有的应然性或“应该如此”的张力，遵

守“理论逻辑”是社会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根本形式；“历史逻辑”是社会历史条件对实践主体

实现理想的内容、程度、方式的“必然性”制约，使特定的实践主体“只能如此”；当“理论逻辑”与“历史

逻辑”辩证统一于具体实践中时，才能保证科学理论成为兑现主体理想根据，如果不顾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逻辑”，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不顾中国社会发展条件形成的“历史逻辑”，又会陷入教

条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同时并存的突出问题表明，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与

生产力现代化水平现出了新的不适应。改革开放之初，党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时，

是基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不断调整过去被人为拔高的、

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生产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

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该如何判断和要求？我们不妨这样思考：党确立

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关系维度上也应当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离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还有30多年，这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调整将是一个艰巨任务。我们改变了

单一的公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

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

[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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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制定了现代物权制度；借力世界经

济、适应WTO规则，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告别安贫乐道与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为创造和积累财

富注入观念动力。应当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这些改革的结果。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回避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严重存在，已经暴露了我们

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新的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严重不足。比如，我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已经跨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我们的贫困人口截止到2015年底，仅农村就还有大约

6000万，而且我们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低水平；我们的一些发达城市已经步入高度现代化

水平，可我们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前现代化水平。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大量库存，也是发展不平

衡、收入差距过大的集中暴露。比如房地产库存问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1月末，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与此并存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不能安居，据2016年国务院的政

府工作报告，2015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1万

套，农村危房改造432万户，总计1805万套（户），按每套（户）60平方米计算，约为10.83亿平方米，远

远超过现有商品房库存，也就是说，相对于住房刚需而言，待售商品房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实际上

是虚假库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此大量的“棚户区”“危房”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

要求是极为不相称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计划经

济和按劳分配，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未来也不会走劫富济贫之

路，但是，毕竟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先富后富只能是“差

别适度”原则，否则就是普遍的两极分化了。大量有需求而无支付能力人群的存在，是产品过剩的根

本原因，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是解决市场产品过剩的根本出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世界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有局限的，它自然趋向高经济效益而未必是

高社会效益；而且市场经济对企业的优胜劣汰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普通劳动者身

上，也体现在企业主和各类市场主体上。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劳动和积累财富的动力，但收入

差距过大不仅会造成劳动者的消极态度和社会怨恨，也会造成消费畸型和商品过剩，使经济发展的连

续性、可持续性中断。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经济社会体制，是任何市场体制的国家都必然面对的

课题和难题。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双向并轨”的大思路，他说：

“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

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1]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

平同志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集体，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集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

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

个核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党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2015年习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指出，做好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民生是“指南针”。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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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推进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

平公正，逐步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一是在长板与

短板的关系上，我们要扬长补短。贫困人口的存在和严重民生问题，是我们的最大短板。贫困不是社

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小康，是所有

人、所有地区“一个不能落”的小康，我们必须通过“十三五”的奋斗，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让他们与所有人一起步入全面小康。二是在基本需求与高层次需求的关系上，

我们要保住基本与提升层次并举，首先是保基本。通过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

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全体人民都过上体面的、尊严的生活。三是在先富与共

富的关系上，我们必须在富裕的进程中不断缩小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贫

富差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但是，不断缩小差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然追求。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础。

为此，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在全部生产要素中的收入分配比重，抵制过高收入，另一方面，提倡和促进民

营企业回报社会，理直气壮地对非公有经济讲清两点：其一，我国的非公有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是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其二，非公有经济的巨大资本和利润，主要是广大劳动者创造

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观点。非公有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经济人士要成为

“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1]。

在生产关系方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在生产力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困难。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要实现这两个最

彻底的“决裂”，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需要经历无数个历史的“中间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连

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只有“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这其中

必然经历曲折迂回，但总的趋势是绝对不容否定的。如果说，过去我们要摆脱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从

“极左”思维方式中走出来，那现在，我们就要重温“初心”，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仰，由注重“中国特色”到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本体，它预示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

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4]。

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根据变

化着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具体地处理好“不忘初心”与“继续前进”的辩证关系，是保证这一伟大斗争

成功的根本方法论。

〔责任编辑：曾逸文〕

[1]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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