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争：革命导师马克思最重要的“生命要素”

孙武安 1袁张慧中 2

渊1.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浙江 温州 325000曰2.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海南 海口 571158冤

摘 要院 为了人类的幸福袁 马克思以其毕生精力顽强探索袁 不断奋斗遥 斗争袁 成为马克思最重要的 野生
命要素冶院 他不仅为确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袁 为创立和发展解放全
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大量艰苦斗争袁 同时也为推动和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了长期斗争遥
斗争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宝贵品格袁 是马克思一切思想和活动的中心尧 主题和主线遥 深入理解和领会革命导
师马克思为人类和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品格袁 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命袁 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
斗志袁 继续推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0多年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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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一生袁 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院野马
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冶袁野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遥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尧 坚韧不拔和卓有成
效地进行斗争冶遥 咱1暂(P602)2018年 5月 4日袁习近平总
书记在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再一
次高度评价了斗争在马克思生命中的特定意义和

价值遥所谓野生命要素冶袁可以理解为贯穿一个人一
生的品格尧品质袁是其一切思想和活动的中心尧主
题和主线遥 恩格斯把野斗争冶作为马克思一生之中
最突出尧最鲜明袁也是最重要尧最生动尧最有意义和
价值的生命要素加以概括袁决不是偶然的遥众所周
知袁 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袁 他们长期合
作尧相互信任袁结下了不朽的革命友谊遥 以他对马
克思的深刻理解袁这一评价堪称权威遥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袁有的人对野斗争冶和野革命冶的话语颇有
抵触袁解读狭隘片面袁甚至污化了其科学内涵遥 马

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野斗争冶和野革命冶袁包括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袁 也包括为人
类自由解放和幸福而进行的一切探索和奋斗遥 就
本质而言袁 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人类历史
上最根本最彻底的社会变革遥 美好生活不是上帝
恩赐的袁 而是在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
奋斗出来的遥新时代袁深刻领会马克思为追求人类
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袁 对于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
和斗志袁继续推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0多年
的伟大社会革命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 为确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的伟

大理想而斗争

人类幸福美好的最大梦想尧最高目标尧最高理
想是什么钥 关于这个事关人类走向何方的重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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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袁古今中外袁先哲圣贤尧思想家们各有探索袁也提
出了不少闪光的真知灼见遥 中国有孔子尧康有为尧
孙中山为代表的天下大同的伟大构想袁 西方有柏
拉图的叶理想国曳尧莫尔尧欧文尧圣西门和傅立叶的
空想社会主义说遥但是袁他们没有发现人类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律袁没有立足现实的社会实践袁没有找
到通向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遥 为了探寻并实现人
类的美好未来袁 马克思自青年时期便开始进行孜
孜不倦的研究和思考袁 他把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作为追求自身完美的最高境界遥 他说院野在选择职
业时袁 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
我们自身的完美噎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
美尧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袁 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
美遥 冶咱2暂(P6-7)为此袁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博览群
书袁学习尧批判并吸收前人的一切成果袁最终确立
了伟大而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遥

马克思首先吸收了柏拉图的整体理想价值主

义遥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崇高理想袁立志做现
实世界的普罗米修斯袁窃取天火普照人间袁期望为
全人类探寻并确立一个最崇高最光辉也最有希望

的理想目标遥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向往袁是柏拉图理
念论所指涉的政治图景袁也是他毕生最大的愿景遥
其代表作叶理想国曳通过哲学王的管理制定社会规
则袁使公民根据社会规则袁各司其职袁城邦对公民
则给予恰如其分的报答袁 这是一个方方面面既井
井有条袁又充满正义的理想世界遥马克思并未沉溺
于柏拉图抽象思辨的理想主义世界中袁 他打破了
理念与感性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袁 不再停留于政
治解放的狭隘视域袁 而是将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幸
福生活作为最终的价值诉求遥 马克思还批判和吸
收了莫尔以及 18-19 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尧傅立叶尧欧文的思想遥 1516年莫尔创作了
叶乌托邦曳袁此书对私有制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判袁
断言野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冶遥在莫尔看来袁只有废
除私有制袁建立公有制袁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平
等与公平分配的原则遥 与莫尔类似袁圣西门尧傅立
叶和欧文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袁
对未来人类的理想社会进行细致描绘遥 马克思高
度评价并认真吸收了前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

刻分析袁 吸收了他们关于私有制是造成人类不平
等尧工人贫困根本原因的宝贵思想遥 同时袁马克思
又指出袁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未来社会运动变化

的描绘过于详细袁过于美好袁从而对日益发展变化
的社会实际就显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袁 最终难免
同柏拉图的叶理想国曳一样滑入了野乌托邦冶的深渊
而不能自拔遥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袁人们的认识
总野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尧不成熟的阶
级状况相适应的袁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
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冶遥 咱1暂(P528)

马克思不仅批判地吸收了柏拉图和空想社会

主义者的思想袁 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
证法思维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遥 马克思所确立
和坚持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是 野代替那存在着阶
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袁 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袁在那里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遥 冶咱3暂(P53)在共产主义社会袁人们摆
脱了阶级对立的桎梏而获得了真正的平等与自

由袁人是社会的人袁而不再是阶级中的人袁人可以
按照自己的天赋与禀性去塑造全面发展的自己袁
充分拥有自由个性的自己遥共产主义社会野将给所
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袁 给所有人提供充
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袁 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
的充分的自由冶咱4暂(P570)遥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以往哲学家和空想家们

对未来理想社会构想的最大不同在于院 共产主义
是基于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遥 唯物
史观认为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袁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运动的基

本规律遥共产主义不是遐想袁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社
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袁因为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
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

会结构袁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
立的基础袁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袁历史才能得
到说明冶遥 咱3暂(P14)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历
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袁 同样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由
低向高的过程袁当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高度袁共产
主义便获得了实现的物质基础遥此外袁人民群众作
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性力量袁野给无产阶级指明
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

奴役的出路噎噎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
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冶遥 咱5暂(P314)反观空想社会主义理
论袁野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
本质袁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袁也不会找
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遥 冶咱5暂(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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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发现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跳出了

野乌托邦冶的荒原袁使人们认识到野共产主义和所有
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院 它推翻一切旧的生
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袁 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
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袁 消除这
些前提的自发性袁 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
配遥 冶咱6暂(P574)因此袁有理由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不仅是
可能的袁也是必然的遥

马克思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汲取和批判袁 确立
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遥 但随之便遭到资产阶级
和反对派的各种质疑袁 乃至攻击和批判袁 他们把
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野某种耶有害的宗派爷冶乃至洪
水猛兽般的野幽灵冶遥 咱5暂(P309)为捍卫和坚持共产主义
的伟大理想袁 马克思同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进行
了不懈斗争遥 1844年袁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思
想的影响作了清算袁 接着又对费尔巴哈的影响来
一个彻底的批判曰1845年马克思在 叶德意志意识
形态曳中对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冶展开批判曰19
世纪 40年代末袁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批判了蒲鲁
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曰 随后同在欧洲大
革命期间兴起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政党学说作斗

争曰 19世纪 70年代又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尖锐
的斗争遥

马克思的一生是与论敌斗争的一生袁 一次又
一次的斗争不仅充分展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

性袁也在不断展示真理的伟大力量遥
二尧 为创立和发展解放全人类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斗争

共产主义是美好而科学的伟大理想袁 但它不
是从天生掉下来的袁 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共同
努力和长期奋斗的结果遥 这是一个伟大而艰辛的
历史征程遥 人类如何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社
会钥 在马克思看来袁必须建立野批判的武器冶,即创
立和发展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遥
可以说袁 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创立和完善解放全人
类的科学思想体系而斗争遥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长期研究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袁 特别是全面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创立的科学思想体系遥 正如
列宁所说院野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袁 他都有
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袁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遥

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袁 他都放在工人运动
中检验过袁重新加以探讨袁加以批判袁从而得出了
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

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遥 冶咱71暂(P284-285)马克思
认为袁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
过程袁 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物
质资料极大丰富尧生产力极大发展尧精神生活极大
充实的基础之上袁 同时由于共产主义社会刚刚从
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袁 因此袁 必须经历过渡时
期袁进而由低到高逐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遥在这个
过程之中必须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袁并
掌握国家政权遥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袁至少包括六个基本原则院第一袁人类
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尧 共产主义是一
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曰第二袁人类社会由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尧 共产主义的进化必须经过工人阶
级和人民大众自觉的尧 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曰第
三袁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尧共产主
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曰第四袁人类社会从资本
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尧 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
义尧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曰第五袁人类社会要
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袁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民必须掌握政权曰第六袁人类社会要从资
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袁工人阶级和劳
动人民掌握政权后袁 还要经历几个历史阶段才能
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遥 咱8暂

为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袁马
克思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袁 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遥 他废寝忘食袁博览群书袁深入研究哲学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一切学科的知识袁 努力从
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遥 马克思以
惊人的毅力袁满怀豪情袁于 1848年同恩格斯合作
撰写了叶共产党宣言曳袁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的诞生遥之后袁马克思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革命
实践相结合袁先后创作了叶1848年至 1850年的法
兰西阶级斗争曳叶路易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曳叶<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曳叶资本论曳叶法兰西内战曳
叶哥达纲领批判曳等重要著作袁使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成为严整的体系遥 马克思一生饱受饥饿贫困和
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煎熬袁 但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
地支撑着他经常每天工作长达 16个小时遥在给友
人迈耶尔的信中袁马克思谈到叶资本论曳的写作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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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遥 因此袁我不得不利用
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冶遥 咱9暂(P253)

即便在多病的晚年袁 马克思仍然坚持自己的既定
目标袁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尧人类学尧数学等
学科笔记遥

在与贫困尧饥饿和疾病斗争的同时袁马克思还
号召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袁反对资产阶级的野奴
役冶遥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绝非一日之功袁不
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袁具有长期性尧复杂性和艰
苦性的特点遥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离不开无产阶级
政党的正确领导遥马克思在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
言曳 中指出院野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
一的人数曰 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
指导时袁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遥 冶咱1暂(P13-14)在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袁 必须开展经济和政治斗
争掌握国家政权遥 19世纪 70年代袁以拉萨尔为代
表的机会主义者主张通过超阶级的和平斗争实现

共产主义袁 并且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泛滥着平均
主义思想遥对此袁马克思进行了坚决批判遥马克思
指出袁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袁有
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遥 同这个时
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袁 这个时
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冶遥 咱1暂(P445)针
对脱离生产条件的平均主义分配思想袁 马克思强
调院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袁 都不过是生产条
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曰而生产条件的分配袁则表现生
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遥 冶咱1暂(P436)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蹴而就袁 而是马克
思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确立尧 不断发展成熟的
科学体系遥
三尧 为推动和领导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而斗争

共产主义是理想和目标袁是理论和学说袁也是
运动和实践遥 马克思如何面对这场人类发展史上
最伟大最深刻最艰辛的运动和实践呢钥 除了创建
科学的理论体系外袁还需要诉诸实践袁在实践中展
现理论的物质力量袁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袁 也会变
成物质力量冶遥 咱6暂(P11)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袁还是
伟大的革命实践家遥 为了改变无产阶级和人民受
剥削尧受压迫的命运袁马克思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
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袁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遥

欧洲 1848年大革命前袁马克思竭力为其提供
理论指导袁革命爆发后亲身参与袁革命失败后进行
系统总结和反思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下袁
1847年 6月野正义者同盟冶被改造成为历史上第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野共产主义者同盟冶袁口号由野人
人皆兄弟冶改为野全世界无产者袁联合起来冶遥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袁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它制定了首个
科学的纲领性文献要要要叶共产党宣言曳渊以下简称
叶宣言曳冤遥 叶宣言曳极大地解放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袁
为 1848年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遥 革命爆发后袁马
克思亲身参与袁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袁他毫不
吝惜地将自己继承得来的近乎全部遗产 渊5000-
6000金法郎冤 交予朋友购买武器装备支持革命遥
革命期间袁马克思积极创办叶新莱茵报曳袁在报刊中
鼓动大众反抗贵族或大资产阶级遥 随着革命形势
的发展袁马克思在叶新莱茵报曳中第一次提出了野暂
时专政冶的概念袁后来则发展为野无产阶级专政冶遥
革命失败后袁马克思系统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袁
撰写了 叶1848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曳叶德
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曳等重要著作遥

马克思不仅亲身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袁而
且积极领导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遥 马克思亲
自参与了 1864年第一个国际性组织野国际工人协
会冶的创建遥 初创时的第一国际中袁各个派别对组
织的性质及其任务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宗派打算遥
如何把第一国际锻造成具有明确方向的凝心共聚

的国际组织袁成为第一国际的头等大事遥 野只有一
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曰
他就是早在 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 耶全世界无产
者袁联合起来爷这一号召的人冶遥 咱10暂(P398)鉴于国际工
人运动的发展水平袁马克思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
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袁重新起草了叶国际工人协
会成立宣言曳和叶协会临时章程曳袁为协会的纲领
奠定了理论基础袁阐明了野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
路线冶遥 咱11暂(P36)第一国际建立后袁由于第一国际成员
成分的复杂袁为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袁马克思极为
重视无产阶级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建设遥 他利用
加聘权袁将弗窑列斯纳尧卡尔窑普芬德尧格窑洛赫纳和
卡尔窑考布等共产主义者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袁
此外还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条件和资格制定了规

章制度袁 如 野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
者袁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冶尧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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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至少应在选举前一周进行, 选举时候选人不
得在场曰 只有领取了会员卡的人才能被提名为候
选人冶遥 咱12暂(P496)在第一国际的革命斗争中袁马克思始
终居于指导地位袁是名副其实的实际领袖遥在他的
指导下袁确定了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袁把
握了第一国际的理论方向袁 帮助了总委员会运用
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遥 咱13暂国际工人协会因
此而发展迅速袁野在德国袁 工人们开始公开对抗俾
斯麦噎噎在法国袁 工人们同样以国际工人协会的
名义集体反对拿破仑三世冶遥 咱14暂(P189)

马克思不仅把目光与视角放在欧洲的无产阶

级的革命运动袁 还始终密切关注被压迫民族的革
命斗争和命运袁 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
者遥 1870年袁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
形势下袁 法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
政权的革命要要要巴黎公社革命遥 马克思立即全身
心投入这场伟大的群众斗争袁 每周召开总委员会
例会讨论巴黎的最新局势袁 并且保持与巴黎的联
系遥野马克思通过口头转达和书面方式就公社的斗
争策略尧军事防务尧社会政治经济政策与措施袁提
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忠告冶遥 咱15暂遗憾的是袁巴黎
公社在经历 72天的战斗后最终遭到了失败遥公社
虽然失败袁但是野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浴冶马克
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遥 巴黎公社运
动后袁特别是在 19世纪 80年代后袁马克思恩格斯
的理论越来越成为人们公认的尧明了透彻的尧严谨
科学的伟大理论遥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越
来越展现出世界性的特征遥马克思认识到要实现
推翻旧世界尧建立新世界袁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成为国际性的运动遥 为此袁马克思把目光投
向了亚洲的反殖民斗争以及俄国的公社运动遥从
19世纪 40年代直到临终前袁他一直密切关注中
国的动态遥 野据中央编译局统计袁在叶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曳中文第一版 50卷中袁论及中国就有 800
多处冶遥 咱16暂(P492)马克思严厉斥责西方列强在中国贩卖
鸦片的无耻行径袁热情支持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反
压迫的革命战争袁对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充满同情
并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寄予着期望遥关于鸦片战争袁马
克思认为袁野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噎噎这一切都是在
耶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爷这种
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浴 冶咱17暂(P620)马克思坚信院野过

不了多少年袁 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
做垂死挣扎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
的曙光遥 冶咱3暂(P628)此外袁他还时刻关注着俄国社会的
发展前景袁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命运问题袁
论述了关于在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 野卡夫
丁峡谷冶的多种可能性和条件问题遥马克思说袁野和
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袁 就使俄国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袁 而把资
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

来遥 冶咱1暂(P575)公社如果想要得到保全袁就必须开展武装
的革命袁推翻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袁才能为公社扫除
障碍遥 野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袁就必须首先推翻
沙皇专制制度袁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冶遥咱18暂(P466)马克思
的一生尽管只有短暂的 65年袁但他始终高度关注
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袁同
时高度关注并充分肯定和声援一切反帝反封建尧
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袁始终为推翻旧世界尧建
立新世界而进行着不知疲倦的艰苦斗争遥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袁 马克思都是最
富有激情的战士遥 斗争是马克思身上最有力的诠
释和发挥袁 也是了解马克思一生始终绕不开的一
个关键词遥 恩格斯把野斗争冶视为马克思最重要的
生命要素袁是对其一生所作出的最经典尧最权威的
概括遥 为确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进行各
种不懈斗争尧 为创立和发展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进行大量艰苦斗争尧 为推动和领导世
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毕生斗争袁这些正是野斗
争冶所以成为马克思野生命要素冶的基本内涵遥
四尧弘扬马克思的斗争精神袁接续

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当今世界袁有
些人认为野革命冶早已结束袁野斗争冶不再需要袁进而
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合法

性遥如前所述袁这是对野革命冶野斗争冶概念内涵的狭
隘解读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和曲解遥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袁 包括暴力的政治斗争尧 军事斗
争袁也包括改造和建设新世界的经济斗争尧思想文
化斗争等一切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发展遥 历史唯物
主义认为袁野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袁 有矛盾
就会有斗争遥 冶咱19暂(P15冤实现伟大梦想袁建设伟大工
程袁推进伟大事业袁促进社会进步袁必然面临伟大

孙武安袁张慧中:斗争院革命导师马克思最重要的野生命要素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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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遥 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尧使命和事业所以伟大袁
因为它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

益袁同时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曰因为它不仅
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尧 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斗争袁同时也包括民族复兴尧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袁直至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遥毋庸
置疑袁这是一场空前伟大的社会革命遥 无论过去尧
现在袁还是将来袁推进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袁必须也
必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遥

其一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遵循人类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决捍卫共产主义的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遥 资本主义
的灭亡尧社会主义的胜利尧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实
现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袁但这是人类社会基本
矛盾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袁 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遥 野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
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冶遥 咱20暂(P347冤革命理想高于天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袁 构筑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遥 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袁是野共产党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冶袁野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袁是共
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遥冶习近平总书
记比喻说袁野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耶钙爷袁没有理想信念袁理想信念不坚定袁精神上就
会耶缺钙爷袁就会得耶软骨病爷遥 现实生活中袁一些党
员尧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袁说到底是信仰迷茫尧
精神迷失冶遥 咱21暂(P15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接续奋斗的一

个重要阶段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袁必须也只能在坚
守尧 捍卫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现实斗争中逐步推进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就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袁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以来
就为之流血斗争的伟大梦想袁 也是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尧不断探索和斗争的伟大梦想遥
中国人民的不断探索和斗争袁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近百年的艰辛探索和斗争袁 使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尧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袁 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即将实
现的光明前景遥 历史表明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袁所以能前赴后继袁创造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袁 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始终坚

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

念遥先烈先辈们深知袁伟大理想未必能在自己手中
实现袁 但他们坚信自己的追求不仅代表了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袁 也完全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方向遥为真理而斗争袁为真理而牺牲袁无比高尚尧光
荣和神圣遥 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袁总是企图让我
们党改旗易帜尧改名换姓袁其要害就是让我们丢掉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袁丢掉对社会主义尧共产主义
的信念遥冶咱22暂(P8冤现实生活中袁名利尧金钱尧享乐尧美色
等种种诱惑也每时每刻在考验着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袁 即便是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道义制高
点的伟大理想信念袁 也需要在不同形式的斗争中
坚守和捍卫袁包括对内对外的各种思想斗争遥 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袁提
高党性修养袁野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袁 不论条件如何
变化袁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尧
忠实实践者遥 冶咱23暂(P397冤

其二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野保持和发
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袁 勇于推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遥冶咱24暂(P62-63冤马克思主义是
历史的产物袁 又是服务现实尧 引领人类未来的理
论袁必然强调与时俱进尧随地适应遥 发展着的科学
理论袁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下袁呈现出不同
的形式尧不同的内容遥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袁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尧时代化和大众化袁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袁也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遥
野时代是思想之母袁实践是力量之源遥 我们要在迅
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袁 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
赢得胜利袁 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
础上袁以更宽广的视野尧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
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袁在
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尧作出新概括遥 冶咱24暂(P62-63冤从
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袁从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
想到科学发展观袁 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袁 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
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尧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袁同时也
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且善于进行重大理

论创新的丰富智慧和巨大勇气遥 社会发展没有止
境袁理论创新没有终点遥在世界历史大发展大变革
的 21世纪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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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历史进程中袁 马克思主义必将不断获得空
前发展袁 必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更
加灿烂的真理光芒遥

其三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保持革命
热情袁弘扬斗争精神袁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之中遥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袁其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尧为民族谋
复兴尧 为人类谋大同遥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革
命袁而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社会革命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袁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袁 也是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冶遥 咱25暂没有伟大斗争袁不仅
没有伟大社会革命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袁 也没有
伟大社会革命的接续推进袁 更没有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最终实现遥 当今世
界仍然面临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袁 国际局势纷繁复
杂袁利益冲突此起彼伏袁国内外总有那么一些人和
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过好日子袁 更不愿意看
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遥 他们千方百计利用一切
机会和方法袁或思想政治文化袁或经济军事外交袁
或隐蔽或公开袁竭其所能干扰和破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袁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遥各类
矛盾尧困难尧风险尧问题和挑战无时不有袁无处不在袁
有的来自自然袁也有的来自人为袁有的可预测袁有的
不可预测袁有的源于经济文化社会领域袁也有的源于
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遥 总之袁野前进的道路
不可能一马平川袁我们要继续进行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袁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袁朝着我们党
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遥 冶咱26暂(P39冤野全党同志必须
保持革命精神尧革命斗志袁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了九十七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进行下

去袁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袁决不能因为成就而
懈怠袁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袁努力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遥 冶咱26暂(P37-38冤

其四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推
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袁确保党的先进性袁增强党的
斗争本领袁提升党的战斗力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袁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袁
社会主义现代化尧 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
想都是空想遥打铁必须自身硬袁党的坚强领导取决
于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袁 把党建设成
为时代先锋尧民族脊梁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
力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天然的袁也不是一劳
永逸的遥 作为领导改革开放尧发展市场经济尧复兴
中华民族尧造福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袁一方面
要全面从严治党袁 勇于自我革命袁 要敢于刀刃向
内袁敢于刮骨疗伤袁敢于壮士断腕袁清除一切侵蚀
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袁 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袁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尧 自我革
新尧自我完善尧自我提高的能力曰咱27暂(P309-310冤另一方面
要加强学习袁注重实践袁野要经风雨尧见世面尧长才
干尧壮筋骨袁保持斗争精神尧增强斗争本领袁冶咱28暂要
敢于更要善于同国内外一切企图分裂分化中国尧
一切企图阻挠中国统一和发展尧 一切企图破坏世
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倒行逆施作坚决斗争遥

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遥 实现
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袁 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彻底最深
刻的伟大社会革命袁因而其斗争最复杂最艰巨遥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袁 进行许多具
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袁 不仅是推进伟大事
业的客观要求袁 也是人类推进一切进步事业的基
本规律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认真学习尧深刻领
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袁坚定理想信念袁更要努
力弘扬马克思为人类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品格袁
充分汲取马克思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智慧袁 让 野斗
争冶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命要素袁成为我们推进伟
大革命和伟大事业的根本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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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The Life Factor in Karl Marx as a Revolutionary Supervisor
SUN Wu-an, ZHANG Hui-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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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For the sake of human happiness, Karl Marx dedicated his life to the tenacious exploration and
constant struggle. The Struggle became Marx's most important 野 life factor冶 , i.e. to struggle for the great
ideal of Communism in various forms, to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to struggle for the promo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The struggle is a precious quality that runs through Marx's life, the center, theme and
thread of all Marx's thoughts. The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Marx爷 s great trait of struggle for
human beings and tru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to carry out the great
struggle, build the great project, advance the great cause and realize the great dream, and to remain true to
his original aspiration.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Karl Marx; struggle; lif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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