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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

乔荣生　李西祥

【提　要】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 放 思 想 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的

选择具有深层理论渊源上的关联性。解放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构

成了沿着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继续前进的关键。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才能应对国际

国内的复杂形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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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选择，最终坚定地选择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

笔者无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做细枝末节的分析和

描述，而试图从哲学的维度来思考，中国何以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这条道路在理论和思想上的

根源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深入思考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

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笔者以为，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层理论渊源上的关联性，是一

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课题。从这一角度来思考，笔者认

为，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和理论基

础，也构成了沿着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继续前

进的关键。因此，本文的论述将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从理

论上来看，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之间的

关系如何？从历史发展来看，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模式路径选择之间关系如何？从未来发展来看，解

放思想如何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之前景的

关键因素？最后，笔者试图对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做出理论总结。

一、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 基 本 命 题，它

既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 理，又 衔 接

着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艰辛的思想探索 和 理 论

成就。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解放思想既 是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深层理论根源，更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 基 础 和 重 要

成果。①毋宁说，解 放 思 想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从 马 克 思 恩 格

斯创始以来一直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 式 选 择

的深层 思 想 依 据 和 理 论 线 索。就 此 而 言，我 们 有 理 由

说，解放思想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一 条 思 想 暗

线，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路 径 选 择 的 理

论基础。

解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的 选 择 奠

定了思想基础。思想解 放 是 现 实 解 放 的 先 声，没 有 思 想

的解放，当 然 也 没 有 现 实 的 解 放。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认 为，

物质的东西对思想、精神的东西具有决定作用，但思想、

＊　基金项目：２００９年度河北省教育厅 课 题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理论体系的价值 维 度 研 究》 （Ｓ０９１３０４）、２００７年 度 河 北

师范大学科研青年 基 金 项 目 “河 北 师 大 顶 岗 支 教 工 程、理

论研究”（Ｗ２００７Ｑ１６）、２００６年 度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博 士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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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东西又具有极大的能动力 量，可 以 反 作 用 于 物 质

的东西。而在 马 克 思 看 来，我 们 对 事 物、现 实 的 理 解，

不能限于前者，而更 多 的 应 该 从 后 者 出 发。在 《关 于 费

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 思 既 批 评 了 唯 心 主 义 的

主观性，也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片面性。实际上，

马克思更多地侧重于批评以费尔巴哈为代表 的 旧 唯 物 主

义。马克思批评费尔巴 哈 的 核 心 之 点 就 在 于，他 只 是 直

观地把事物、现实、感 性 看 做 客 体，而 不 能 从 主 体 维 度

来理解事物。马克思 指 出：　 “从 前 的 一 切 唯 物 主 义 （包

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

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 者 直 观 的 形 式 去 理 解，而 不 是 把

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 活 动，当 作 实 践 去 理 解，不 是 从 主

体方面去理解。”① 可见，所谓客观事物并不客观，它内

在地包含着主体 维 度，即 思 想 的、精 神 的 维 度，纯 粹 客

观的、与人无涉的、与思 想 无 涉 的 客 观 事 物 并 不 是 马 克

思哲学视野里的客观事物，而是社会的现实。由此观之，

社会发展道路这种重要的社会现 实，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理解为人们思想的 现 实 物。没 有 思 想 的 变 革，在 因 循

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 中，不 可 能 生 长 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发展模式，而只能是或者教条 主 义 地 生 搬 硬 套 经 典

著作的预想，或者照搬某一国家的现成社会发展模式。马

克思高度赞扬思想的积极作用，他写道：　 “思想的闪电一

旦彻底击中这块朴 素 的 人 民 园 地，德 国 人 就 会 解 放 成 为

人。”②思想的解放为现实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解放思想 的 社 会 现 实

体现。社会现实总是思想的社会现实，是 思 想 在 社 会 现

实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外化的形 式。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以一系列的思想 解 放 和 变 革

为前奏，然后从思想物化为社会经济 政 治 制 度。这 虽 然

看起来具有黑格尔主义的色彩，但却在一定 意 义 上 符 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初创到形成 的 过 程。在 新

中国成立伊始，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 中 的 论 述

和苏联的经验，结 合 我 国 国 情，进 行 了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但 更 多 的 是 一

种把书本上的设想转化为社会现实的实践。但 是 在 后 来

的发展中，由 于 毛 泽 东 的 错 误 和 现 实 实 践 本 身 的 复 杂

性，这种探索越来越脱离了中国国情 和 现 实，更 多 具 有

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最终走 上 了 极 “左”道

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社 会 发 展 带 来 了 巨

大的灾 难。以 邓 小 平 为 首 的 第 二 代 领 导 集 体，拨 乱 反

正，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 号，而 把 战 略 重 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的一系 列 论 述，极 为 深 刻

地突破了旧的条条框框的禁锢，起到了巨大 的 思 想 解 放

作用。这一思想 解 放 的 成 果，表 现 在 社 会 经 济 制 度 上，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

解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模 式 的 不 断 发 展

前进提供思想保障。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并 不

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 断 前 进 和 发 展 的，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我们仍然处于探索 这 一 模 式 的 征 途 上。而 解 放 思 想

则是我们 沿 着 这 条 道 路 不 断 前 进 的 思 想 保 证。可 以 说，

没有解放思想所始终伴随的发展 模 式，并 不 能 真 正 确 立

下来，而会左右摇 摆，最 终 不 能 取 得 预 期 成 果。近 代 史

上清末政府向西方学 习，起 先 只 学 习 器 物，搞 了 洋 务 运

动，失败了，后来学习制度，搞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

清王朝的灭亡证明了没有思想变革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取得

成功，不可能持久。因此，要保证社会变革的成果，需要

有思想的变革来伴随。由此看来，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不断发展和前进的思想前提和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解放思 想 构 成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要沿着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展模式继续前进，就需要不断继续解放思想。

二、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抉择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的选择起始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初创时 期，而 确 立 于

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历史的中期发展而

言，则起始于新中国的成 立，而 确 立 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上是 从 中 国 共 产

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的宏观维度 俯 瞰 中

国历史所得出的分析。从微观 而 言，或 者 说，站 在 当 代

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发 展 模 式

则初创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的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的 转 型

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确立于 党 的 十 四 大，而 延

续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理 论 的 提

出与发展。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的选择、发展，主要局限于历 史 的 微 观 尺 度，即 当 代

中国的尺度。这也是理论界所普遍认 可 的 一 种 尺 度。限

于论题的范围，本文只拟对中国改革开放三 十 余 年 来 的

历史做一历史回顾，来说明解放思想与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发展模式历史选择的紧密联系。

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的 基 本 理 论 内 涵，但 真 正 从

政治和理论高度来论述解放思想重要作用的，是邓小平。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闭 幕 会

上做了题为 《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团 结 一 致 向 前 看》

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 小 平 专 门 用 第 一 部 分 的 篇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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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放思想的问题，小标题就是 《解 放 思 想 是 当 前 的 一

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

脑筋，实事求 是，团 结 一 致 向 前 看，首 先 是 解 放 思 想。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 才 能 正 确 地 以 马 列 主 义、毛 泽 东

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 遗 留 的 问 题，解 决 新 出 现 的 一 系

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 发 展 不 相 适 应 的 生 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 我 国 的 实 际 情 况，确 定 实 现 四 个

现代化的具体道 路、方 针、方 法 和 措 施。”① 他 强 调，是

否解放思想，“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并且进一步

把解放思想提高到哲学高度，指出解放思想，“是个重要

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②

正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上，邓小平经过深邃的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突破前人的理论创 见，凝 结 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理论，并确立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以

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第 三 代 领 导 集 体，继 承

了邓小平解放思想的传统，继续坚 持 解 放 思 想 和 理 论 创

新，提出了许多新的理 论 创 见，进 一 步 巩 固 了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以胡锦涛同 志 为 总 书 记 的 党 中 央，继 续 坚 持

解放思想，提 出 了 科 学 发 展 观 和 和 谐 社 会 建 设 的 思 想，

在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理 论，在 实 践 上 发 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 根 本 上 来 说，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以来，解放思想经历了 以 下 三 个 阶 段，形 成 了 三 个 重 要

的理论成果，基本奠定了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的 经 济 制 度

和政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第一，经过１９７８年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之后，明确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 人 们 的 思 想 从 “两 个 凡

是”的教条主义思 想 中 解 放 出 来，明 确 了 解 放 思 想、实

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 解 放 主 要 是 在 哲 学 领

域，可以说是重新认识 和 理 解 唯 物 史 观，重 新 把 历 史 唯

物主义确 立 为 我 们 党 的 哲 学 基 础。正 是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我国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持 久 讨 论，把 实 践 原 则

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 本 原 则，而 不 是 将 其 局

限于认识论领域。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实践唯物主义讨论、

实践本体论的讨论和广义历史唯 物 主 义 的 讨 论，使 我 们

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理解。

第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苏东发生剧变，中国国内形势也 面 临 着 严 峻 的 挑

战。是否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 模 式，成 为 重

要的政治问题。这一时期，关于姓社姓 资 的 讨 论 成 为 人

们思索和 困 惑 的 重 要 问 题。１９９２年，在 历 史 的 关 键 时

刻，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要继续 坚 持 改 革 开 放，继

续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提出了一 系 列 重 要 的

理论命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 中 最 为 根 本 的

思想解放就是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 解 脱 出 来，重

新认识了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成 果 主 要 在 经

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成 果 有 社 会 主

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三个 有 利 于 标 准

理论。后来，这一理论成果在党的十四 大 报 告 中 得 到 系

统地总结和发挥。十四大之后，党对上 述 重 要 理 论 成 果

又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发展和深化了以上理论成果。

第三，是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期，面临着国际国

内的新形势，特别是面临着经济快速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

之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

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

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突显

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突显出人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最终目的，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党以往历史上以集体

利益和社会利益来压制和淹没个人利益的做法的拨乱反正。

第二，它在哲学高度上解决了发展观这一重要课题，并把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结合在一起，从指导思想、

经济制度、社会建构等方面相结合的综合维度上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勾画出了绚丽蓝图。如果说前两次思想

解放过程分别侧重于哲学和政治的层面，那么这一次思想

解放过程则是全面和综合的，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

生活等各个方面，因而是一场更为深刻和全面的思想变革。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次解放思想的任务更为艰巨，

时间也更为持久，内容更为深刻，到目前为止，这一次思

想解放过程并未完全完成，而毋宁说是刚刚起步。

以上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重要的 思 想 解 放 过

程做了 一 个 简 要 回 顾。可 以 看 出，三 次 思 想 解 放 的 过

程，也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 断 发 展，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发 展 模 式

不断改进的过程。经过三次解放思想 的 过 程，我 们 对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总体上有了较为深刻的 认 识，已 基 本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 治 和 社 会 制 度。这

一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 模 式 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发展模式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 模 式 坚 持 走

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展模式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来的 传 统 社 会 主

义，不是前 苏 联 和 新 中 国 建 国 初 期 三 十 年 那 种 社 会 主

义，而是新的理解上的社会主 义，概 括 言 之，就 是 邓 小

平所说的社会 主 义 的 本 质 是 “解 放 生 产 力，发 展 生 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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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 模 式 坚 持 以

经济建设 为 中 心，以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为 主 要 手

段，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尺度。在 经 济 制 度 建 设

上，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就 是 坚 持 和 完 善 公 有 制 为 主 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 社 会 主 义

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 市 场 体

系，并努力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到最广大的人们群众。

在社会建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 模 式 明 确 提

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其建设目标。胡 锦 涛 同 志 指

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应 该 是 民 主 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 满 活 力、安 定 有 序、人 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既 是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手段。

第四，在发展观指导思想上，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模式提 出 以 科 学 发 展 观 为 指 导 思 想。在 十 七 大 报 告

中，胡锦涛 同 志 指 出，科 学 发 展 观，第 一 要 务 是 发 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 调 可 持 续 发 展，根

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 坚 持 把 发 展

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 持 以 人 为 本，必 须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 统 筹 兼 顾。科 学 发

展观基本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 展 的 问

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在价值取向上，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既 是 科 学 发 展 观

的核心要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 的 基 本 要 求。提 出

以人为本 为 核 心 的 科 学 发 展 观，突 显 人 的 地 位 和 重 要

性，这是我们党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的 重 大 发 展，

是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以人为 本 的 基 本 含

义是以广大人 民 群 众 为 根 本，但 却 不 仅 仅 止 于 此 含 义。

应该说，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也是一个 历 史 发 展 过 程，要

与时俱进，最近温家宝同志提出要让人民群 众 过 有 尊 严

的生活，可以说 极 大 地 拓 宽 和 深 化 了 以 人 为 本 的 含 义，

也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

正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我 们 党 对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逐步得到了深化。历 史 是 一 面

镜子，由历史中可以透视出未 来。笔 者 相 信，随 着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不断改进，解放思 想 的 事 业 也

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实践永无 止 境，创 新 永 无 止 境，解

放思想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 式 的 创 新 也

永无止境。下面，本文就试图从透视未 来 的 维 度 来 对 解

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景之间 的 关 系

进行剖析。

三、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景　　

　　进入２１世纪，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境遇是前所未有

的，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

国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能否沉着应对２１世纪所面临

的挑战，抓住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机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这至关重要地关联着我们党和我

们国家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解放思想的事业，

成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前景的关键。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代中国面临着 前 所 未 有 的 复 杂

局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新 的 变 化，需 要 我 们

进一步解放思想。笔者以为，一 方 面，中 国 经 过 三 十 年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 世 瞩 目 的 伟

大成就，基本实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 提 出 的 发 展

目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 有 了 很 大 提 高，赢

得了广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部 分 发 达 国 家 的 尊 重。另 一 方

面，中国在 经 济 发 展 上 距 离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还 有 很 大 差

距，在政治上还不能得到世界其他国 家 的 普 遍 认 同，国

际上敌视和反对中国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中 国 积 极 应

对在国际社会上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境遇，就 要 进 一 步

解放思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与 国 际 社 会 进 一 步

接轨，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 包 括 西 方 发 达 国

家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毋庸置 疑，只 有 进 一 步 解

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在 内 的 制 度 改

革，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 展，达 到 上 述 目

标。换言之，能否进一步解放思 想，关 系 着 中 国 能 否 作

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 挥 自 己

的作用，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成败。

从国内形势来看，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基本

完成了社 会 转 型，面 临 着 日 益 复 杂 和 多 元 的 社 会 状 况，

迫切需要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 进 一 步 解 放 思 想，以 适

应变化了的国内形势。当 前，我 们 国 家 面 临 的 重 要 任 务

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 会，并 努 力 构 建 和 谐 社 会。但 是，毫

无疑问，我们还面临着 许 多 深 刻 而 复 杂 的 问 题。无 视 和

逃避这 些 问 题，只 能 是 掩 耳 盗 铃。只 有 直 面 这 些 问 题，

解放思 想，深 入 思 考，才 能 提 出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 方 案，

才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事 业 发 展。从 思 想 文

化方面来看，文化 复 古 主 义、文 化 保 守 主 义、新 自 由 主

义、新极 “左”主 义 等 各 种 思 潮 此 消 彼 长，你 争 我 夺，

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面临挑战，暗 中 潜 蕴 着 思 想 文 化 危

机；从社会 状 况 来 看，道 德 失 落、理 想 幻 灭、信 仰 危 机

成为社会较为常见的现象，中华民 族 面 临 着 重 建 精 神 家

园和复兴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艰 巨 任 务；从政治制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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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治冷漠、贪污腐化、行政无力等现象侵蚀着党的领

导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经济状况方面看，通

货膨胀、贫富分化、经济压力正造成社会矛盾冲突的潜在

威胁。民族矛盾、领土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人口

问题等也不容乐观。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

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经济上取得了伟大成就的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要对三十年来甚至建国六十年来为了

达到短期历史时间内的目标而采取的某些极端政策而对部

分人所欠下的宿债进行历史清偿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方面必须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继续进行改革开放，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

临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继续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进行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毋庸讳言，对于当

今社会的实际问题，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那里找不

到现成答案，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现有成果中也

难以找到现成的解决办法。但是，从他们的探索中我们的

确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和经验。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改造自己的固有传统思想，找到适应当代社会的道路。如

此看来，解放思想，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是进一步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关键。

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相 互 联 系 相 互 作 用 的。就

实际情况来看，解放思想，创新 理 论，集 中 精 力 办 好 自

己的事情，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 平，创 造 性 地 解

决国内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发展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的关键所在，也只有解决好了国内 的 问 题，才 能 更 好

地应对国际风云变幻。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是 具 有 世 界 性

意义的事业，也是与世界和平发展紧 密 相 连 的 事 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世界历史意 义。马 克 思 指

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能 容 纳 的 全 部 生 产

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 新 的 更 高 的 生 产

关系，在它 的 物 质 存 在 条 件 在 旧 社 会 的 胎 胞 里 成 熟 以

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必然长期共存，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 的 发

展模式。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具 有 世 界 历 史 意

义，就在于它超出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 统 社 会 主 义

模式，特别是在思想上超出了姓社姓 资、姓 公 姓 私 的 抽

象讨论和两极对立思维，为我们理解世界大 势 特 别 是 理

解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 的 路 径。面 对

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格局，面对国内错综复 杂 的 社 会 问

题，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 模 式，就 要 持 续

不断地解放思想，对内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持 续 发 展

进步繁荣的道路；对外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的 现 代 化

并能够被 世 界 所 接 受、与 各 国 共 同 发 展 共 同 繁 荣 的 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 辉 煌 的 前 景，它 必

将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展现出其所具有的独 特 风 采，为 世

界和平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四、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前进的不竭动力　　　　　

　　解放思 想 虽 然 是 由 邓 小 平 在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所 提 出

的，但它实际上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不断取 得 理 论 和 实

践上的成 就 的 原 因。毛 泽 东 实 际 上 也 是 解 放 思 想 的 代

表，他的 《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反对本 本 主 义 和 教 条 主

义、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解放思想首要 之 处 就 在 于 从 僵

化的理论中解放出来。所谓本本主义，就 是 遇 事 不 看 实

际情况，不 是 根 据 现 实 发 生 的 实 际 情 况 制 定 策 略 和 政

策，而是看本本上讲了什么，根据本本 而 不 顾 客 观 实 际

来制订方 针 政 策。毛 泽 东 对 这 种 本 本 主 义 作 了 深 刻 批

判，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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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正是由于解放思想，毛

泽东才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了中国特 色 的 革 命 之

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 市，取 得 了 中 国 革 命 的

胜利。把解放思想这一哲学命题与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模式联系起来思考，给我们提供了 深 刻 的 启 示，归 结

起来就是，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的 创 新 和 完 善，

需要我们进一步大力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 发 展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持续不断地 继 续 解 放 思 想，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之所在。

第一，解放 思 想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的 深 刻 体

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 是 当 代 马 克 思

主义的重要体现。解放思想是一个深 刻 的 哲 学 命 题，是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 理 之 一。笔 者

曾经指出：　 “解放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 体 系 中 的 一

个枝节问题，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密 切 相 关 的

根本问题，是一个世界观和历史观的 问 题。解 放 思 想 最

为本质地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 关 联，是 现 实

的、实践的、历史的观点在思想 领 域 的 具 体 体 现，深 刻

体现着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否解放思想 是 根 本 的 理

论问题，是真假历史唯物主义的 分 水 岭。……解 放 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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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仅仅是思想问题，其实质却是马克思主 义 的 根 本 立

场、观点、方 法 问 题，是 世 界 观 和 历 史 观 问 题。”① 因

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 我 们 不 断 解 放 思

想，我们 要 用 发 展 着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实 践，用 当 代

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中的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正如邓小 平 所 说：　 “不 以 新 的 思 想、观 点 去 继 承、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和完

善，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经过三十年来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拓宽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远远没有完成，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根据实际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实际上也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中国化的过程。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第三，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也不能一成不变，需要不断 发 展 和 和 创 新。这 就 需

要我们持续不断地继续解放思想。经过三十 年 来 的 改 革

开放的艰辛探索，我们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发展模式的雏形。但是，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发 展 模 式

特点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发 展 的 模 式，决 不 是

僵化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 式，这 一 模 式 同 样 需 要

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创新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发

展模式的必要前提就是必须打破旧的思维 框 架，打 破 旧

的条条框框，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把解放思想进行下去。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 展 所 提 出 的 实 际

问题，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实践已经进行 了 三 十 多 年，取 得 了 丰 硕 的 成 果。但 是，

必须看到，在前进道路上，随着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的不断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的日趋复 杂 性，许 多 前

所未有的深层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许多以前 没 有 突 出 出

来的问题逐渐突出出来。仅仅依靠已有的思 想 理 论 和 具

体办法，不足以解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解 决 社 会 所 面 临

的矛盾，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 求 是，创 造 性 地 解 决 这

些问题，化解这些矛盾。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政 治、经 济、文 化、社 会

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具体实践需要有创新 的 思 路。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归根究底就 是 中 国 改 革

开放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实 际 上 就 是 对 中 国

当代社会现有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 会 各 个 方 面 的 制

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不用说，这 一 过 程 还 远 未 结 束，改

革开放的过程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就 是 说，必 须 深 化 改

革不适应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各项 制 度，这 就 需

要我们必须有创新的思路，需要进一 步 解 放 思 想。在 这

一点上说，我们所面临的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前途 在 于 坚 持 和 发 展

马克思主义，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 义 的 出 路 在 于 坚 持

解放思想的马克 思 主 义。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在 实 践

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 既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历史实践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和 重 要 经 验，也 是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关键之所在。

就此而言，解放思想之伟大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者：乔 荣 生 是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法 政 学 院 讲 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 研 究 院 访 问 学 者，中

国社会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哲 学 系２００６届 博 士；李

西祥是哲学博士，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哲 学 所 助 理 研

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参见李西祥、李景源 《论作为哲学命题的解放思 想》，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２页。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Ｑｉａｏ　Ｒ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Ｘｉｘ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ｍａ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ｅ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ｌ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ｃａｎ　ｗｅ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ｐｕｓ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３２

乔荣生　李西祥：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