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辩证唯物主义与党的自我革命
———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冶 综述

王摇 岩

2019 年 5 月 18 日,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2019
年高层论坛冶 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

究工程领导小组、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等 90 所高校、 科研院所的

150 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以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冶 为主

题, 聚焦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展开研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 中国历

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 上海交

通大学副校长徐学敏,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上海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岩主持论坛开幕式。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
热烈而认真的研讨。

一、 发掘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的学理价值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实践表明,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侯惠勤在主旨报告中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 以揭示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己任,
又是自觉的世界观, 以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为本色; 同时也是革命的方法论, 要按照人类社会和世界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创造未来。 正因为其科学性、 自觉性和革命性, 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成为中国

共产党有效探索并科学运用 “三大规律冶 的思想利器, 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源头。 他

进一步指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新需要明确四个基本维度: 其一,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方法论的前提下实现创新。 其二, 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是基于有限、 封闭的自然界, 实践唯物主

义不是彻底的唯物论。 其三, 讲实践不能脱离认识论。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陷阱是把认识论意义上的实

践观与经验论或实证论等本体论世界观混为一谈。 其四, 推行实践本体论所导致的后果: 一是误入个

人主义的本体论和价值观, 二是陷入伦理社会主义, 三是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 话语体

系的建设。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副所长金民卿

以解放思想为切入点, 从解放思想与世界观、 人民立场、 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 着重分

析了解放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 他认为, 做好新时代中国解放思想工作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冶 的世界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 “以群众利益为根本立足点冶 的人民立场

和遵循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冶 的四项基本原则。 国防大学教授何怀远强调,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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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跟着西方走冶 的被动局面, 实现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并
排走冶, 未来将会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 故而,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为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以上专家学者主要从学理层面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客观规律、
促进思想解放和实现理论创新等方面的现实价值, 体现了当前国内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学理价值的深

度发掘。

二、 辨析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 政党观的实践真谛

人民观、 政党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议题, 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方

面面。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已经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中

国人民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

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 “行冶 和中国共产党 “能冶
并最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好冶 的根本道理和根本经验。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学琴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为主线, 强调了总结和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

的价值理念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客观必要性,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丰富和完善, 据此指出新时代要把协商民主打造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玲认为, 作为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权利的道德属性、 政治活动的

道德原则以及政治主体的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总和, 政治道德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 能否

代表人民、 服务人民、 凝聚民心是政治道德的重要评判尺度; 在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论题中, 人民

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人民不但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归宿, 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三、 探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本真要义

“革命冶 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之一, 直接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品性。 中国共产党进

行自我革命, 是应对 “四大考验冶、 化解 “四种危险冶、 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时代要求, 更是新

时代实现政治正义的必然之举。 王岩认为, 马克思主义文本语境中的 “革命冶 具有丰富而独到的学

理意蕴, 就其内涵而言, “革命冶 属于进步阶级发起并领导的、 合乎客观 (历史) 规律的实践活动,
历史上曾出现过资产阶级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等, 鉴于此, “革命冶 不同于 “战
争冶 “运动冶 “起义冶 或 “暴动冶, 而是其中的改变世界、 改变现存事物的、 正当的、 合乎规律的实

践活动; 就革命类型而言, 可将革命划分为社会革命、 经济革命、 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 就革命

形式而言, 既有激烈对抗的 “破冶, 也有循序渐进的 “立冶, 更是 “破冶 与 “立冶 的辩证统一。 他

进一步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 新时代续写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需要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魄力和勇气, 以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的发展。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从文化建设出发, 讨论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厘清的几个问

题, 并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外来文化。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位置及

其与其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以及新时代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等问题。 他还强调, 只有

不忘革命初心、 永葆斗争精神, 努力夺取新时代意识形态革命的伟大胜利,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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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兴盛, 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教授姜迎春

聚焦 “坚定四个自信、 增强国家共识冶, 认为 “四个自信冶 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基本的国家共识,
并由此延伸指出, 中国人民为战胜贫穷与落后进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人民同世

界霸权主义的斗争都是 “奋斗出来的国家共识冶。 以上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

命精神的强调, 在参会人员中达成共识并引起热烈反响。

四、 寻求新时代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路径

当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尤为

重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永贵在大会主题发言中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意识形

态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体现在哲学思想方法上。 随后, 他

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谋划、 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关系、 中国特色意识形

态建设的独特之处等三个方面, 着重阐述了 “如何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冶 问

题。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则以 “意识形态创新和中国现代化道路冶 为主题, 指

出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围困的情形下实现了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突围。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

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最早实行的就是意识形态革命, 正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引领下, 中国共

产党经过 28 年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高慧珠指出, 新时代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需要学术话语的支撑, 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是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职责和历史使命; 而

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这种责任和使命, 就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 专业知识与专业表达能力。 以上

专家学者从各自专长所分享的研究心得和经验, 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 为今后学界开展意识形

态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马克思的思想不会过时,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世界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 是当代中国时

代精神的精华; 只有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为己任、 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 以永葆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坚定追求的政党, 才能有如此决心和毅力开展全党的彻底的自我革命。
“惟改革者进, 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冶, 党的自我革命开创了守正出新的新路、 改革创新的

新路和权力监督的新路, 正以空前的历史高度和实践深度, 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 与会

者认为, 面向未来, 广大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好、 贯彻好、 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把其历史意义、 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 理论贡献阐述清楚、 领悟透彻,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学术支撑。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摇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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