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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回

顾和总结党的百年历史进程时，

很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握为这一进程的基本主线。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

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开创和推进，还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都

最关本质地展现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性发展、创新和飞

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

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与马克思主

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这一联

系首先表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必须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

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

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主义的定向。但是，与百年中国

的历史性实践建立起本质联系

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抽象

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主义，仅

仅知道把抽象的原则或原理先

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

之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没有本质

联系，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它

还立即表现为唯物史观的“反

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决不仅限于一些抽象的

原则或原理，它尤其具有一个

“活的灵魂”，即要求深入到特定

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要求依照社

会-历史之现实而来的具体化。

只有这种具体化的全面实行，才

意味着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主

义，并且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中国共

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原则或原

理的具体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而这样一种中国化是

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历史地

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十九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总结

党的百年历史时，指出其最重

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是：“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

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

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

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

深入人心。”

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对于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建设来说，同样是意义深远的。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大

规模的对外学习过程中，进展甚

大，收获颇丰。但随着当代中国

的历史性实践进入到新的历史

时代，学术理论上的建设任务也

变得愈益紧迫和繁重。而其中

最基本的任务是：使外部习得的

东西同我们发展的实际结合起

来，使一般的原则或原理能够深

入到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现

实之中；从而摆脱我们在学术上

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

它的“自我主张”。唯其如此，才

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

复旦专家学者结合教学科研实践畅谈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体会

砥砺前行，将党的思想理论落在实际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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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

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党在百年华诞重要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

称《决议》），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为深入学习阐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策划

和组织了“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家谈”活动，邀请校

内专家学者围绕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决议》全文，结合教学科研实

践，畅谈学习体会。此次“专家谈”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

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专题活动之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

回顾历史，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力未来，

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决议》中有段话说：“党的

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

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联系习近平总

书记在建党100周年重要讲话中

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关键命题，

确实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

政治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多

指导。

学通《决议》以及党的其他

重要决议，就应该转化、践行到

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界

目前最重要事情当然是回应、回

答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这一新时代命题。《决议》

展现的我党了不起的成就经验

以及《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的丰

富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从事中国

理论体系创造的重要资源。对

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

来说，包括政治学、国际政治、公

共管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

等，集中精力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这一核心范畴，在各自学科

中通过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逻

辑的整理，在中外比较基础上，

从各个维度进而在整体上展现

并形成中国现代化政治体系、现

代化经济体系等概念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各个学科在这

个方向合力工作，就是我们将学

习党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

最好的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政

治大国，必有一套自己独立的政

治学知识体系，赋予其在世界上

的政治影响力。复旦政治学学

科一直有很强的国家使命担当

意识。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

将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知识体

系以及国家治理与中国政治现

代化道路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

前两个重要方向，目的在于为

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提供完

备的解释体系，努力在服务国

家现代化政治体系建设中，为

“第一个复旦”建设作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立于当下，面向未来，回顾总结

百年奋斗历程，凝心聚力，砥砺

前行，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决议特

别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同时提醒“全党要牢记中

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

个根本问题”。

根本，是事物的根基或本

源。根本问题，就是所有问题

的基础或根源所在，是历经沧

海更敬畏源头，是铅华洗净不

忘初心使命的越发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百年

党章记录着共产党人自我认知

的心路历程。1921 年 7 月，中共

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

纲领》，是参照《俄国共产党党

章》拟订的。作为共产国际的

集体会员单位，相当于一个下

属支部，其章程文本依据上级

组织规定理所当然。按照马克

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共产党

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

级政党组织。1943 年 5 月，共产

国际宣布解散后，1945 年 6 月，

中共七大通过《党章》才第一次

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人 阶 级 的 先 进 的 有 组 织 的 部

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

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

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身份

确认上增加了对民族国家的责

任自觉。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年代，党章曾强调其无产

阶级政党属性。1982 年 9 月，中

共十二大党章改为“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

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基本恢复七大党章定

义。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践探索，

2002 年 11 月，十六大党章修订

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领 导 核

心。”两个“先锋队”属性确认并

沿用至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

自我认知的高度自觉。

明白自己“是什么”，就更

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十九大

报告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

“就是”二字是绝对判断，唯一

选项。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

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

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使命在肩，夙夜在公。前

赴后继，守正创新。十九届六

中全会决议把百年奋斗历程，

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推 进 社 会 主

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 每 个 时

期都以“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为陈述视点，共同构成党领导

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 起 来 伟 大 复 兴 中 国 梦 的 恢

宏史诗。

回顾百年党史,焕发初心使命更自觉
朱鸿召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做好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
苏长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百年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吴晓明 哲学学院教授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