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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高林远教授主编的《应对时代

的挑战———党的建设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探析》一书正式出

版了。 书名就点明了共产党发展历程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应

对时代的挑战。 这本著作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为主线，回顾和

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

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经

验和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８５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７０ 周

年纪念之际，高校一群共产党员以“责任”为己任，完成了这

部 ３０ 余万字的著作，表达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读完

全书，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作者们是用心在写，是尽到了“责
任”的。 正如作者们所说，写这本书不是追逐潮流，不是心血

来潮，更不是功利作祟，而是一群普通党员的责任，一群高校

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一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者

的责任。 作为有 ４６ 年党龄的党员，我从头至尾认真读完此

书，真是感到获益匪浅。
概括起来说，这本著作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　 结构新颖

本书分为四篇，构思巧妙。 四篇的篇名是：党建理论篇、
党建历史篇、党建当代篇和高校党建篇。 一看篇名就知道，
第一篇是重点讲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二篇重点写中国共

产党党建的历史发展，第三篇突出现实的挑战，第四篇紧密

结合高校的党建实际。 这种写法，理论观点更便于分析透

彻，历史线索更便于梳理清晰。 史论适当分开论述，史论又

有机结合，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很有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每篇开头都有一个“篇头语”。 它是每

一篇内容的概括。 篇头语言简意赅，文笔生动。 在读每篇全

文时，先读篇头语，可以起到提示全篇内容的作用。 读完全

篇内容，反过来再读篇头语，它又起到了全篇内容的小结作

用。 如作者在党建理论篇的篇头语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

具有很强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根本的共性特征。 著作举了五

个方面的共性特征。 上述理论诞生于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
所以不能简单的照搬照用。 但这些理论又是国际共运中党

建实践经验的总结，至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这些论述既有

提示作用又有小结作用。 所以篇头语成了每篇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而不同于一般的“开场白”。 篇头语是本书的一

个亮点。
二　 内容系统

党建理论篇，系统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
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建思想。 著作围绕首创共产党这个中

心问题，从五个方面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应该

是比较系统而完整的。 马克思的党建思想来源于欧洲工人

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他本人的革命实践。 他亲自创建了共产

主义同盟，并为它写了《共产党宣言》这个光辉的纲领。 他

还是欧洲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的“灵魂”。
列宁的党建思想包括了民主革命的党建思想和俄国党

执政以后的党建思想。 列宁领导执政党的时间不长，但把党

的建设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著作里面所指出的关于党

应该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防止“现代的‘共产党员的官

僚主义’”的观点；关于党应该加强党的监察制度建设，“善
于纯洁自己的队伍”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党建思想系统地进行

了论述。 条分缕析，科学概括，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党建理

论的发展和创新。
在党建历史篇中，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本书分为党民

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的建设。
民主革命时期按照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创立

党、在反对“左”右倾错误中发展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发展壮大党的三个阶段对党建思想进行论述。 并总结出

党建思想的四个特点。 做到了以历史为线索，史论结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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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著作概括为四个阶段，即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伟大转折时期和实施新的“伟大工

程”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系统而深入地对建国以来的

党建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证。
党建当代篇分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如

苏东剧变后国际新格局对党的信仰教育的挑战、经济全球化

和思想多元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挑战、国内改革深入进行对

党的执政党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挑战、党的现实状况对党的先

进性的挑战等。 面对这些挑战怎么办？ 必须以党的建设创

新来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把党的建设向前推进，以巩固执政

党的地位。 本书总结出了六个创新思想，这就是思想建设创

新、组织建设创新、作风建设创新、廉政建设创新、先进性建

设创新、执政能力建设创新。 本书还进一步把党的建设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指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

谐社会，是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党的建设的新创举和

新跨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做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
这是我们党的目标。 党建当代篇系统论述了上世纪 ８０ 年代

以后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党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使我们对当代党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高校党建篇对高校党建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高校

党建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特别值得肯定的，在“高校党

建对策思考”部分，提出了两条中肯的意见。 一是树立“五
个”意识，即科学发展意识、建设校园先进文化意识、以人为

本意识、现代化意识和党建工作专业化科学化意识。 二是围

绕先进性建设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如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加
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加强党风廉正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等。 这

些论述和分析都体现了对高校党的建设的系统思考。
三　 理论观点的探索与创新

本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建党思

想分别进行概括、总结，然后又系统论证、分析马克思主义建

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表述方法是理论观点的探索与创

新。 这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

晰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有更准确的把握。
本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

因此，他们必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独创性。 列宁

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俄国党的纯洁性的斗争中，形
成了党建理论，因此，他特别强调党必须“完全站在马克思理

论的基础上”，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和加强团结。 毛泽东创造

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成
功地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政党。 他特别强调党的思想、政

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最终把党建设成伟大的执政党。 邓小

平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又解决了毛泽东未能解

决的或未曾遇到过的许多党建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创
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 江泽民的党建理论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历史

性飞跃，回答了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

实践问题，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而又独具特色的

党建思想。 本书突出了江泽民建党思想的创新精神，论证了

江泽民执政党建设中的新探索、思想建设中的新理念、组织

建设中的新举措、作风建设中的新思维，特别深入分析了与

时俱进的观点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前者是江泽民党建

思想的“灵魂”，后者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值得指

出的是，在党建当代篇中，本书把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理论与他的党建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证，使我们

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建思想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本书认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实现

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党提高执政能

力的重要任务。 这样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构建和谐社会重

大意义的认识，也使我们深切感受到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推进党建思想的发展上，作出

的新的重要贡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党建思

想时，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论证有力，说理透彻，很有新意。
作者以及他们的著作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

在阅读本书时我还注意到，书中提炼和归纳的理论观点

有根有源，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有案可查。 在党建理论篇

中，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的著作及相关文件，共计 ２９５ 处。 对引文的理解是准确

的，对所论证的观点起到了深化认识的作用。
在党建历史篇中，引证了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著作和言论，还引用了

中共档案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３、４、５ 卷的资

料，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四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

共产党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文献。 领袖们的言

论及权威机构的材料的引用，说明了党建理论发展的正确性

和准确性。
把党建理论的著作写好，是不容易的。 这本书是党建理

论的好书。 我相信本书对当代青年特别是当代青年大学生

思想上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对党的理论研究者、工作者提

供了新的可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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