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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是以我国三代领导核心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

立的理论思想 ,它们虽然产生、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

期 ,但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基础 ,以 中国社会发

展、国情变化和人民革命与建设的斗争实践为立论

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就像两根

红线一样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

代表
”
重要思想 ,故三大理论思想同宗同源、一脉相

承 ,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 马克思主义是共同的理论指导

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

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 ,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

指导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

的结合 ,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同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指出 :“ 我们党有很大优点 ,就是有一个

新的科学的观点和理论基础。
”
[1](39-硐 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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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二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 内容 ,是 马

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 ,也是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的理论基础和指

导。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 :客观

物质世界的存在是第一性的 ,主观意识是通过实践

形成的对客观的能动反映 ,是第二性的。坚持在实

践基础上的主客观相统一 ,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根本原则。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用
“
实事求是

”
和

“
与时俱进

”
的命题将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表述 中国化、系统化、科学化 ,

保证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认识和实践上的科学性、

正确性。对中国民主革命 的总结、实践和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过程中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思、探索和邓

小平理论的诞生过程中 ,对新世纪、新挑战及改革开

放经验的思考、实践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提出

过程 :都充分体现了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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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这一认识论的本质 ,体现了实践的客观现实性、

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特点 ,体现了从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认识的

辩证过程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 泽东

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
‘
实事求是

’
四个大字。实

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 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

[2](⒛2页 )

对于人类社会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人类

社会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其 自身发展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这个规律的钥匙 ,就是以生产力为基点 ,通

过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做出科学

的概括。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集体正是运用这一认识、

把握社会规律的科学武器 ,揭 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运动规律 ,找 到了通

过革命和改革来解放、发展生产力这-解决矛盾的

方法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揭示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 ,最终对我国阶级斗争的状况有了客观

的认识 ;揭示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作用的辩证关系 ,重 申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

科学结论 ;揭 示了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社会发展

的规律 ,创 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以及人

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和国家政权学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就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而产

生的三大硕果。

2.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共同的理论证明和

运用

以剩余价值为核心 ,以 商品价值论、劳动价值

论、剩余价值论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 ,首次揭示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

的产物 ,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存在、发展的,是在一

定历史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客观必然。商品

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 ,市 场经济是其发展的成

熟阶段。同时还首次把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

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揭 示了资本主

义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凡是资

6

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 (商

品交换商品),马 克思都揭示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
[3](狃 4页 )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

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上虽然经历了逐步深

化的过程 ,但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 ,从

生产力水平出发来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存在

价值和社会作用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在生产关系上 ,也走出了片面追求

单一公有制的误区,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格局。这些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

3.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同的理论核

心和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
“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 发现了现代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

动规律
”
[4](776页 ),使 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

学 ,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

科学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

结构、阶级关系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得 出了
“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 ,而 只是一种

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下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

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
[5](289页 )的 结论 ;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无产阶级是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与

新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结论 ,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 ,创 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

命和建设道路理论 ,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 ,三 大

理论思想更是正确把握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对

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作 出了新的判断和新

的回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

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党的基本问题 ,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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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

的飞跃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

境界。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 gO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 :“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
”
[6]

(10页 )从这句话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毛 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都拥有一

个共同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

二 实事求是是共同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是认识的

来源、目的、出发点和归宿 ,“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

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
[7](523页 )。 中国共产党

遵循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 ,并将其概

括为
“
实事求是

”
。1%1年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

学习》一文中对
“
实事求是

”
有过科学的解释 :“

‘
实

事
’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 是

’
就是客观事

物的内部联系 ,即 规律性 ,‘ 求
’
就是我们去研究。

”

∶8](478页 )毛泽东的这一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承 ,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

⒈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原则与工

作作风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成熟、发展的各

个阶段 ,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领域 ,体现出不可

动摇的重要性和实效性。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强调理

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指 出:f马克思主义的
‘
本本

’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9](sO页 )并在其哲学名篇《实践论》中以
“
实践的

砚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
”

∶9](1z3页 )的论断奠定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原

则的哲学理论基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 事

求是的指导原则转化成了革命和建设的工作作风 :

¨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这是∵切共产党员

斫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
[10](1251

贝)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中 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国

情、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明

确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 ;在对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 ,认清了谁是革命的

羽友、谁是革命的敌人 ;在对国民革命失败经验总结

葑基础上 ,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

性 ;在对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

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找 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总之 ,“ 经过胜利、失败 ,再胜利、再失败 ,两 次比较 ,

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
”
[8](825

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取得了民主革

命的胜利。此外 ,在 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其他几个方

面 ,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斗

争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

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

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 ,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的 ,无一不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二 )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领导核

心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活

的灵魂有三大突出点 :一是明确将实事求是确定为

党的思想路线 ,二是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紧相

联 ,三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粉

碎
“
四人帮

”
后 ,邓 小平一再强调

“
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点就是实事求是
”
[2](1“ 页)。 高举毛泽东思想

的旗帜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
实事求是 ,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

础。
”
[2](1。 s页 )但坚持实事求是不是被动的、机械

的、静止的 ,而应是主动的、灵活的、运动的。这需要

打破常规、敢于创新 ,即要解放思想。这是马克思主

义认识能动性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必须。为此 ,中 国共产党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 ,使实事求是

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保障 ,同 时也使实事求是

的理论得以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承担起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重任后 ,本着

求实、创新的原则 ,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一贯的经济思

想 ,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 30多年的历史 ,得 出我国

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以未能得到发挥、生产力水平

之所以还很低、人民生活之所以未能得到多大改善 ,

其根本原因就是未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为此 ,他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根本目的

出发 ,把经济建设作为 80年代三件大事的核心 ,指

出 :“ 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

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 绕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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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
”
[2](250页 )改革

开放是一个基本点 ,也是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邓

小平以求实的精神 ,正 视我国政治、经济存在的弊

端 ,把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 zO世 纪最后

⒛ 年中国应抓紧的四项重要工作之一 ,把对外开放

作为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另

一个基本点 ,事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

邓小平始终旗帜鲜明地强调 :“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

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
[2](1“ 页)又阝

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在总结历

史、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在人民群众社会实

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三 )实 事求是——“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立

论之基

前苏联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国际形势和

格局的巨大变化,改 革开放的深人和我 国加人

WTO,使我国在新世纪、新形势下面临着一系列的

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

对上述情况 ,提 出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围绕建

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这一时代主题 ,科学而客

观地揭示了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对

新形势下党的性质、宗旨、任务作了科学的概括和说

明。这表明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主观

臆断的产物 ,而是对国内外形势客观分析、对社会主

义建设经验和改革开放成果正确总结、对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现状及党的建设成效客观评价的结果 ,也

就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正如江泽 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所指出的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

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不仅

产生于实事求是 ,其理论体系也符合于实事求是。

提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 ,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

立统一的客观规律出发 ,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

性质、宗旨、任务出发 ,从新形势对党的建设的新要

求出发 ,从人民对党的要求和人民需求变化的实际

出发。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提出,既 体现了马列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

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

8

的理论基础 ,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 8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

出 :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
这两大理论成果 ,是

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本原理 ,又包含了中华 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

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
[6](5页 )。 这一评价说明实

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是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一评价同

样适用于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三 与时俱进是共同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不断发展与创新 ,如恩

格斯所说 :“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

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
[11](584页 )

十六大报告重申了这一思想 :“ 必须使全党始终保

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展的新境界。
”“

与时俱进 ,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

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 有创造性。
”
从

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无不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

1.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到代表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

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无产阶级在夺

取政权后 ,应 当利用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如

列宁所指出的 :“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

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

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12](16页 )毛 泽东继承了

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在 19“ 年^曾 指出 :“ 搞上

层建筑 ,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生

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 ,生

产力无法提高。∵[13](。s5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概括

了毛泽东思想在生产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

继承又创新发展的三大基本点。首先是将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定位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其次

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和三大改造完成后 ,将 民主革命

时期夺取政权、推翻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所代表的
“
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
[10](4页 )以

解放生产力的任务 ,及 时地根据三大改造完成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情况 ,提 出在新的生产关系

确立后 ,党 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再次

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从通过改变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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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来发展生产力进而用科技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

于生产力的正确思想 ,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

所发展和创新。一是第一次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

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二是第一次在马克思提

出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的基础上提出了

“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
的论断。三是第一次将是否有利于

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姓
“
资

”
姓

“
社

”
的标准。四是

第一次提出
“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

产力
”
[1+](彐 0页 ),“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

由之路
”
[14](134)。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关于生产力正确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主要体现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生产力的

新思想。一是党的工作不仅要
“
体现不断推动社会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 ,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强调了生产力的先进性。二

是将代表和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作 为
“
党

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

要求
”
。三是提出了

“
发达生产力

”
的观点 ,指 出

“
社

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 的基础之

上
”
,改革和发展就是要使

“
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

力
”
。四是强调

“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依然是我

们长期的中心任务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

生产力
”
。五是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定位 ,强 调

“
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

现和主要标志
”
[6](6-7页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形成了我国新时期关于生产力的新的科学理论。

2.从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到代表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指出 :“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 ,生产就开

始建立在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 ,最 后建立在积累的

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

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
[15](104

页)马克思的观点很明显 :人类文化的发展要受到阶

级斗争的制约 ,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 ,具有

明显的阶级性和发展性。这一理论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文化观中得

到了共同的体现。在三大理论的文化观中,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文化观共同的核心内容和本

质特征 ,但在外延和内涵上又因时代差异而有所不

同。

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将 中国文化明确定性为
“
新民主主义文化

”
,指 出 :“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就是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 ,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
[9](400页 )这

种文化
“
应有民族的形式 ,新 民主主义的内容

”
。应

是
“
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 ,主张实事求是 ,

主张客观真理 ,主 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
[9](398

页)科学的、辩证的文化 ,应是
“
大众的 ,因 而即是民

主的
”
[9](s98-” 9页 )文 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

化 ,是 民族性与科学性、人民性与阶级性、创造性与

现实性、革命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

后 ,毛 泽东上述文化观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提出文

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并 制定

了判断文化战线上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同

时提倡批判地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化 ,

主张
“
古为今用 ,洋 为中用

”
。此外 ,为推动新中国

文化事业的发展 ,还 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

陈出新的文化方针。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观

的基础上 ,创 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在将文化建设摆在世界新形势和

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在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文化观的同时 ,又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

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提 出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是
“
搞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 ,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
[2](408页 )又阝小平理

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

人的思想 ,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 ,将 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

育、纪律教育等纳人其中,使之更具广泛性、现实性

和科学性 ;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 ,提出
“
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 ,面 向世界 ,面 向未来
”
[14](5页 )。 这些

思想更具科学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极大地丰富和发

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具

有阶级性发展性的观点 ,第 一次提出
“
我们党要始

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体现出先进性

与发展性的结合。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将毛泽东

思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邓小平理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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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
“
三个面向

”
结合起来 ,明 确指出这种先进文

化就是
“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 ,民 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
。而

“
在当代 中国 ,

发展先进文化 ,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化 ,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至于发展性 ,即

指出要
“
牢牢把握 中国先进文化 的发展趋势和要

求
”

,“ 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 的前沿 ,不 断发展

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 ,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
”
[6](21页 )。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充满于其中。

3.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是推动历史

前进的动力 ,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

之一。正是基于这点 ,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与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了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归宿 ,当
“
公仆

”
而不是做官当老爷成为了共

产党人自巴黎公社以来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基本定

位。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即根据人民群众在革命

中的决定作用指出 :“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

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 最广大人

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
[8](592页 )为 此 ,“ 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被确定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

旨,群众路线成为我党三大优良作风和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之一 ,同 时还是
“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

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
”
[8](591页 )。 不管是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 ,中 国共产党都始终遵

循这一宗旨,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结

下鱼水之情 ,并从中获得最深厚的力量之源泉取得

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把共产

党人的全部责任和
“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
的全部

感情融入在他的理念与行动中,坚定不移地继承并

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具体落实在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 ,以 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和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上。他明确指出 :“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在执政以后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并在这

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14](zs页 )

他将
“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作为衡量

是否代表人民利益的标准[14](3Tz页 ),把
“
消灭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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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 ,消 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作为社会主

义的本质之一和根本 目的 ,并 指出 :“ 社会主义同资

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 同富裕 ,不 搞两极分化。

创造的财富 ,第 一归 国家 ,第 二归人 民。
”
[14](sT

页)他还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来确保人 民当家作

主的权利 ,使人 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邓小平

理论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其时代性、人

民性、创新性而更加丰富和具体。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以国内外新形势、新情

况、新变化和党的建设实践为依据 ,从执政党的角度

研究立党执政 的根本 问题 ,提 出
“
我们党要始终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

,“ 党的一切工作 ,

必须以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
。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想把

“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
”
作为共产党

“
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

根本区别
”
,要求

“
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

掌好杈、用好权
”
,同 时还指 出 :“ 在任何时候 ,我 们

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

地位的一致性 ,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

民谋利益的一致性 ,坚 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

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
[6](21页 )更加丰富、发展 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

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 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

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

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
上述三方面表明 :从 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
“
三个代表

”
重

要思想 ,党的理论创新的接力棒始终代代传承 ,始终

是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始 终贯穿

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 执政为民是共同的理论本质
“
执政为民

”
在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中首次提

出 ,是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建党学说的新贡献。但这一思想内

涵却一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之中。其理论基点是 :人 的需求是推动历史发展

的动力 ,历史发展的归宿是使人的各种正当需求得

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由 此决定了我们事业的人 民主

体性 ,也决定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人本属性。

1.人 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归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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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也是党

的根本宗 旨。毛泽东指 出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

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
”
[8](5gT页 )全 心全意即成为我党我军

的宗旨。邓小平指 出 :“ 我们党提 出的各项重大任

务 ,没 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 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

的。
”
[14](4页 )他把人们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

出发点和归宿。江泽 民指 出 :“ 我们始终坚持人 民

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没有 自

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 ,必 须以最广大人 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
[6](9页 )强 调党要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 ,把人 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上述思想在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体

系中有充分的表述 ,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

的实践中有实在的体现。历史证明 :一 部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 ,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 ,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为了最广大人 民的利益前赴后继、不怕

困难、不畏牺牲、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断探索、不

断进取的历史 ,就 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受到人

民拥护的根本之点 ,也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执政的根

本经验总结。

2.维 护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体

现

决定一个 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关键是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一个政党事业 的诚 败 ,关键在于它是否始终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如 果一个政党不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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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不能始终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那

它必然会逐步丧失 自己的先进性 ,中 外历史上许多

阶级的没落 ,无一不是如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

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它在任何时候 ,都

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正如毛泽

东所指出 :“ 我们共产党人 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

又一个显著标志 ,就是和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取得密

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

的利益出发 ;向 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

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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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为 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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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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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共同体现的理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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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Jc RelaJon Between Three Main

TheoⅡes of CCP and Marx、m

CHEN Wan-song,HE Yi
(PoⅡtica1Education InsJtu1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
Three Representatives”  Thought are

theoretic thought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Conuη unist Party headed by the three leading cores。  They

come into being in d旺 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ut with MarxisⅡL as their coⅡ 1【non original source。

Key words: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
Three Representatives”  Thought;

Marxism Le“ nism

[责任编辑 :苏 雪梅 ]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