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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袁 野中国道路冶 问题就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遥 只有科学地把握中国
道路的历史起点袁 才能深刻地理解其强大生命力所在遥 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袁 它体现着近
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尧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尧 主体选择性尧 以及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
标遥 这条超越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袁 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袁 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添彩增色遥

关键词院 中国道路曰历史性曰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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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袁 国际影响力日益
增强袁尤其是中国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袁
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遥 于是
一些权力转移理论者基于野国强必霸冶的逻辑鼓吹
野中国威胁论冶咱1暂渊P22冤袁 亦有一些 野国家资本主义冶尧
野中国责任论冶等攻击中国道路的反对言论不时飘
进世人的耳朵遥 这不仅预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已经发展壮大袁 而且标志着中国逐渐成为具有
潜在影响力的与资本主义比肩的国家袁 在世界格
局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尧享有较高声誉遥中国道
路具有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袁 源于它所具
有的 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冶咱2暂渊P30冤遥
社会是历史的横断面袁历史是社会的纵线条袁从历
史的深处把握中国道路生成与演进的必然性袁有
助于获知其强大的生命力所在袁 以及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价值遥

一尧中国道路历史起点的追问
根据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

的多次阐释袁人们将野中国道路冶理解为野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之路冶遥问题在于这条来之不易的民族
复兴之路究竟始于何时钥 对其历史起点的追问与
合理解答袁 不仅关乎中国道路内涵与特色的理解
和把握袁 而且关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历
史定位及未来走向遥

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问题袁 目前学术界
存在以下几种看法院渊1冤 把历史起点定位在 1840
年鸦片战争袁 打破闭关锁国尧 与世隔绝的封闭状
态曰渊2冤 定位在 1921年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国
共产党成立袁开始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尧建设与
改革曰渊3冤定位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袁人
民政府获得合法性基础曰渊4冤 定位在 1978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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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袁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遥 咱3暂

在对上述几种存在分歧和争议的观点审慎地

进行比较分析之后袁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
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袁更具合理性遥具体原因
在于院其一袁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各党派未能探
索出一条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遥 自
1840年以来袁从林则徐尧魏源倡导野师夷长技以制
夷冶到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袁从康有为尧梁
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袁 各种
各样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都尝试了袁 但却始终
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遥当然袁无数仁人志
士的流血牺牲不容抹煞袁他们为探索中国道路奉
献了青春乃至生命遥 其二袁中国道路是在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引领之下扬帆起航的遥五四运动是一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袁除了西方的野自由尧民主尧博
爱冶等思想传入中国之外袁对 20世纪中国历史具
有重要影响的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遥中国
共产党人是这一科学理论民族化尧 大众化的主
体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袁才走上一条探
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遥 野理论在一个国家
实现的程度袁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
要的程度冶咱4暂渊P11冤遥 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下袁我们才逐渐涤除封建关系的束缚袁变革土地所
有制袁发展社会生产力袁才为中国道路的探索奠定
了基础遥其三袁我们不能以一个事物发展到成熟阶
段才作为其成立的标志遥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由萌
芽到成熟完善的发展历程袁 不能因事物处于萌芽
阶段尧发展具有隐晦性而否认其存在袁也不能将成
熟阶段所显示出的特色作为其正名的依据遥 在中
国道路问题上袁 没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
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袁 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

行袁所以野中国道路冶这一术语明确提出以前的任
何历史阶段都不容否认与忽视遥其四袁人类认识的
发展总要经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尧从简单到复杂尧
从感性到理性的上升过程遥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袁
只有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被理解曰 对于中国道路的
清晰概观袁绝不可能在中共成立之日就已明了袁只
有在日趋成型之际经过理性思考才能意识到中国

道路的历史起点源于何时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叶复兴之路曳展览时指出的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路冶袁正是对中国道路的高度概括尧总结袁是对很

早以前就已存在尧 全面发挥作用的历史的质的规
定遥 野历史从哪里开始袁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
始冶咱5暂渊P14冤袁野逻辑与历史冶相统一袁是我们考察人类
社会历史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认中国
道路的历史起点应是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袁
进而可将野中国道路冶理解为野在马克思主义引领
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尧 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复兴之路冶袁这条道路既包含着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奴役尧 实现民族独立之
路袁也包含着建设尧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袁
同时也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曰 三条
道路合而为一袁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路袁体现着中国道路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袁确
证着中国人民在伟大崛起之路上的本质力量遥 这
条道路袁我们不曾在历史中寻找到它的身影袁也不
曾在现代西方社会聆听到成熟的声音袁 这是一条
崭新的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摸索前行而又初显成效

的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袁 是人类文明之路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遥
二尧中国道路历史生成的确证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封闭与开放尧 落后与

文明尧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的理性选择袁承载着无
数国人的夙愿与期盼袁 凝聚着亿万群众的努力与
汗水袁 这条充满艰辛的发展之路在其生成与演进
的过程中袁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必然性根基遥

渊一冤 中国道路在社会结构变迁中逐渐生成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袁 中国一直保

持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

构遥在这种结构之下的中国人民袁既是农业劳动者
又是工业生产者袁秉承野一干到底冶的特色袁过着自
给自足的生活遥 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惊扰了天朝
的美梦之际袁 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
式开始解体袁 虽然没有像在印度那样将自给自足
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袁到处种植罂粟尧棉花尧大
麻之类的作物袁 但也确实给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
制和传统工业尧商业以重创袁使得中国的农尧工尧商
业在艰难的情况下负重前行遥

中国是一个重视农耕文明的国度袁 经济结构
的变迁可以通过土地所有制的变更得以表征遥 中
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态是私有制袁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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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归属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尧 宗族以及自耕农所
有袁于是国家尧封建地主和自耕农因土地占有而博
弈的局面经常会出现袁 而每一次土地所有权的变
更都会影响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尧 更替遥 近代中国
的土地所有制总是与不同阶级的土地政策或革命

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袁 期间经历了从孙中山先
生野三民主义冶中野平均地权冶的主张到中国共产党
早期革命实践中叶中国土地法大纲曳的颁布袁从建
国初期野一大尧二公尧三纯冶为主要特征的野公有制冶
到改革开放后 野土地集体所有尧 家庭承包经营冶袁
最终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咱6暂遥土地所有制的变更袁既与当时历史环境息息
相关袁也与生产力发展要求密切相联袁其实质是不
断调整尧变革生产关系以推进生产力发展袁其结果
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变迁遥

在经济结构变迁的每一个阶段袁 都伴随着相
应的政治上尧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遥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袁 各种为争夺统治权力的
政治革命和斗争从未间歇曰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经
历了从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入再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发展历程遥 经济结构的变迁
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尧 文化结构的变迁是社会
发展进步的根源袁是社会形态更迭的依据遥 因此袁
中国道路正是在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中才得以确

立袁才获得生命给养与发展空间遥
渊二冤 中国道路在社会历史必然性基础上合

理演进

中国道路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袁
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推进袁 体现着社会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遥

中国道路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推

动袁不是个人意志单独作用的结果袁而是野从许多
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冶咱7暂渊P605冤袁是
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袁不是
天才尧英雄人物演绎的历史袁而是全体人民共同意
向的合力曰不是为了实现某一阶级尧某一个人的利
益和愿望袁 而是为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和价
值目标遥中国道路不是依靠武力和霸权袁而是依靠
中国人民自身的艰苦奋斗袁在姓野社冶姓野资冶的理
性选择中尧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撞击
中实现的遥 我们不否认英雄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袁 但也不能陷入英雄崇拜的唯

心史观遥
中国道路是在无数偶然性中开辟出来的并最

终接近必然性的选择遥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尧
阶级袁由于地位不同尧利益诉求不一致袁其价值选
择与取向也会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袁 因而对社
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可能或大或小尧或正或负袁
无论怎样他们都将在历史活动中留下足迹遥 在中
国道路生成与演进的过程中曾出现不少偏离历史

轨迹的偶然现象袁如旧王朝复辟尧勾结外敌尧篡位
夺权尧左倾或右倾思想滋长等袁然而历史并未因偶
然的脱轨尧逆动而变得黯淡无光袁而是始终向我们
展示着绵延不绝的流逝与波彩斑斓的壮阔遥 中国
人民在无数偶然的机遇和因素中袁 寻找到了隐藏
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趋势袁 寻找到了一条能够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行之路遥

中国道路的发展是否合理袁其依据何在钥在我
们看来袁决不能以野完美冶和野时间冶作为评判依据遥
在现实生活中袁 任何事物都可能存有缺憾尧 瑕
疵袁 完美的东西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存在或是作为
理想追求而存在遥 野完美冶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评价
社会历史袁因为野历史的不完美不等于历史的不合
理冶咱8暂袁如果以完美做标准袁即意味着过去存在的
一切历史都是不完美的袁 最终导致否认历史存在
合理性的错误论断遥 同样袁对于历史事物尧事件的
衡量也不能以野时间冶为标准和依据袁并不能因其
存在时间越长袁 就认为其历史价值越大尧 作用越
大袁反之袁则越小遥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并不
完美袁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袁如贫富差距扩
大尧人口老龄化严重尧社会福利欠缺尧生态环境恶
化等遥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至今也只有近百
年的历史袁时间并不太长袁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中
国道路存在的客观合理性遥

对于中国道路合理性的把握袁 应从历史必然
性出发才切实可行遥 所谓历史必然性就是指历史
事物尧 事件的发展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要
求与社会历史的进步方向遥 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事
物尧事件并非都具有合理性袁只有当它符合社会历
史发展要求和趋势时袁才有可能变为现实袁才具有
合理性遥可见袁野历史必然性冶才是判别事物存在合
理与否的唯一客观尺度和依据遥 中国社会主义道
路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生成

的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期望袁符合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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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和趋势袁 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
性遥

渊三冤 中国道路在社会历史主体选择中实现
当我们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尧 规律性

之际袁也不能忽视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遥一
切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袁即野现实的个人冶遥个人维系其生命存在的活动
创造着历史袁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
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袁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
过程冶咱9暂渊P92冤遥 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主体袁是具有目
的性尧能动性的人袁是带着野思虑冶和野激情冶的人袁
他们能够超越历史必然性的束缚袁 从而表现为一
种主体选择性遥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袁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尧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尧改革开放政策
的实施等等袁 无一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历史性的主
体选择遥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袁 但不是随意的
选择袁而是在必然性的限度内进行的理性选择遥在
社会历史活动中袁 主体选择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
社会历史必然性袁而是为了增进对必然性的了解袁
减少历史活动的负效应袁从而获得成功遥制约社会
历史主体选择的因素表现为两个方面院 一是受主
体认识能力和程度的影响遥 主体认识能力与对必
然性的掌握程度是正相关的袁主体认识能力越强尧
认知越正确袁对必然性了解尧掌握的程度就越高袁
自由选择度就越高曰反之袁则越低遥 二是受客观历
史条件的制约遥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袁每一代人创造
历史的活动都受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尧资
金尧技术尧环境的制约袁这些特定的历史因素尧环境
因素袁既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和基础袁也是人们
摆脱束缚尧超越历史尧进行主体选择的重要机遇遥
在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袁 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体
现着中国人民在尊重历史必然性基础之上的慎重

选择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袁是我们反复
比较尧鉴别各种思潮之后的理性选择曰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土壤上落地生根袁 是我们科学认识人类
社会发展形态之后的审慎考虑曰 改革开放政策在
中国大地上付诸实施袁 亦是我们准确判断国内外
形势之后的大胆尝试遥

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科学合

理袁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评判院一是实践标准遥 无
论是选择目标的实现还是选择的科学性袁 最终都

需要实践检验袁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
准袁 但实践检验标准也有其历史性遥 二是价值标
准遥 主体选择的结果不仅是求真袁而且要向善尧达
美袁应是真善美的统一遥 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袁以
可靠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

择是正确的袁不仅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袁而且符合
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尧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遥
三是理想标准遥 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不断取得
的伟大胜利袁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袁
这一理想目标并不是人们主观随意设定的信仰袁
而是要依赖于一定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遥目前袁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恰好符合了这个最高理想的

要求标准遥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实践已有五百
多年的历史袁 作为一种运动至今已有近 200年的
历史袁 前苏联在古老的东方世界走出一条不同寻
常的新路袁然而却没有成功躲避敌对势力的围剿曰
中国曾一度效仿苏联模式袁 但当唯一的求教对象
因不堪内外夹击而走向解体的时候袁 中国人民在
迷茫尧徘徊中小心翼翼前行遥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
可以借鉴袁 只能凭借自身力量在众国敌视的境遇
下拨开云雾尧追寻生命之光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
展的苦旅遥 而今袁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袁在实践
中业已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和趋

势尧符合中国国情尧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袁 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
之路袁从而证明了我们选择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遥

渊四冤 中国道路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目标
指引下发展延伸

近代以来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袁从中国共
产党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再到改革开放的实

施袁是中国人民从觉醒到站立再到崛起的历史袁也
是中国人民谋求自身解放袁 朝向无产阶级和人类
解放目标迈进的历史遥

中国道路践行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目

标遥 这一目标袁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想袁更是一种
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行动遥 离开必然性的价值
理想袁只能是空想尧乌托邦曰离开价值理想的行动袁
也只能是盲目的冲动尧暴动遥 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袁
无产阶级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袁即通过野那种消
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冶咱10暂渊P166冤袁 消灭阶级和国
家袁消灭劳动差别袁以至于消灭无产阶级自身袁最
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尧解放遥在中国道路开拓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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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袁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带领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正朝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奋力前行遥

无产阶级若想实现理想目标尧完成历史使命袁
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袁 意识到自身解
放的条件遥 为了摆脱束缚状态袁无产阶级野如果不
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尧 压迫
以及阶级斗争袁 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
那个阶级渊资产阶级冤下解放出来冶咱4暂渊P380冤遥 近代以
来袁中国工人尧农民阶级长期处于受剥削尧受压迫
的地位袁直至与世隔绝尧封疆禁海的封闭状态被打
破之后袁 才在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浴血奋战中逐
渐觉醒院他们意识到若要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袁就
要有推翻统治阶级的实际行动袁 于是便有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曰 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同封建所有制和封建传统
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袁抛弃一切陈旧的东西袁也就
无法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遥其次袁无
产阶级要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
现存的事物冶咱4暂渊P155冤袁即要实践遥无产阶级理想目标
的实现是实践活动袁而不是思想活动遥在中国道路
发展过程中袁 无论是反抗旧社会的各种革命尧斗
争袁 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的各种改革尧革
新曰无论是满足个体生存的本能行为袁还是心系家
国天下的举止袁 都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自身解放而
进行的变革现存状况的实践袁 在实践中人自身获
得满足和提升曰如果那些野变革现存状况的活动冶
依然停留在思想层面袁无论表述过千百次袁对于中
国道路的前行与发展尧 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
放而言都毫无意义遥

总之袁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尊重社会历史
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袁 有着深厚的历史根
基袁 我们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去追求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袁 使得与资本主义迥然相异的社会主义焕
发着蓬勃生机袁 以经验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性遥 尽管这条道路布满荆棘坎坷尧 充满艰
辛袁 但这一切都为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奠定了
基础遥
三尧中国道路时代价值的凸显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

路为科学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写真

和时代参照袁这条超越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袁具有重

要的时代价值遥
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社会的惯常理解袁 为人

类社会发展道路添彩增色遥在西方学者看来袁只有
资本主义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袁 是唯一可取的
正确道路袁进而倡导一种普世价值袁试图把资本主
义的经济模式尧民主政治尧价值观念推演到其他国
家遥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确实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
作用袁它推翻了封建制度袁结束了野蛮尧愚昧的文
明状态袁创立了一种新的文明曰如今资本主义并没
有像马恩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预测的那样袁会因经
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而迅速灭亡袁 因为资本主义在
野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袁是决不
会灭亡的曰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袁在它的物质存
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袁 是决不会出
现的冶咱5暂渊P3冤遥 目前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变革尧调整生
产关系袁 尚能够为生产力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袁
野迅速灭亡冶的预言并未如期到来袁于是资产阶级
学者们更加有理由为资本主义的永恒辩护尧 推行
所谓的普世价值遥然而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却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自身的信条提供了启示袁
也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实现提供了新的

向度遥 近代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袁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没有探索和尝试资本
主义遥中国人民是在探路失败尧无果而终的情况下
走向了社会主义遥事实证明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
符合中国国情的袁是中国人民正确的选择遥它以经
验事实证明不同地区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袁同时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袁为
人类实现自身发展道路开辟了新思路遥

中国道路既为我们反思传统社会主义袁 也为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袁 也曾因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
影响尧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尧照搬苏联模式而遭
遇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曰 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经过反省和大胆探索袁 反而走出了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遥
这条从觉醒到站立再到崛起的道路袁 是一条既不
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尧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
展道路袁 为世界上其他希望加快发展的民族和国

王晓丹袁李茂军院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意蕴与时代价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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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a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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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 widespread debate on 野China
Path冶 has been hol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great vitality of 野China Path冶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on
the mastery of it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With a profound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na Path
embodi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s of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ubject selectivity, as well as the target of the proletariat and
human liberation. This modernization way indicates the diversity and richness of world civilization, which
makes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more and more colorful.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China path; historic choice; inevitability

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参照曰 尽管这条道路刚
刚起步不久尧尚未成型袁却业已显示出其独特魅力
和优越所在遥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
道路迥然相异袁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失去了对话尧沟
通的基础袁随着野普遍交往冶的发展袁二者可以在彼
此的深度交流中取长补短尧竞相绽放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能够开花结果袁野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袁 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曰 意味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尧理论尧制度尧文化不断发
展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袁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袁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冶咱10暂渊P10冤遥 中国道路的成
功经验在其他民族尧国家能否落地生根袁既取决于
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与作用力袁也取决于其他民族尧
国家的需要和接受程度曰绝不能简单地移植袁而要

慎重考虑其生存环境和土壤遥
总之袁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袁我们应正视历

史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袁无论过去曾经遭受怎样的
挫折和失败袁都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的根基袁不能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去否认尧消解过去袁以今天的成
熟去否认昨天的幼稚是荒唐可笑的曰 同时也不能
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尧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
大崛起而盲目乐观袁也不能因国际形势复杂尧国内
发展任务繁重而悲观自弃遥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
的理性选择袁 不管未来是艰难坎坷尧 还是风和日
丽袁都应始终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袁坚持道路自
信袁 毕竟我们所走的是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尧 合乎历史必然性的道路遥 在未来的发展实践
中袁更要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袁逐步确
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袁从而在对
话尧交流中汲取更多的元素袁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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