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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大人民为中心是“四史”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是“四史”的理论逻辑。“四史”之间的逻

辑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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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史”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以广大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通过发挥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依靠自身的勤劳和智慧，不断挑战自

然，挑战自我，创造先进的劳动工具 , 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不

仅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更通过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

思维发展的学习和把握，创造了丰富的社会精神财富，建立起

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推进社会变革和历史面貌的

更新。因此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揭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

有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 500 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

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 100 

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史。”学习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弄明白“四史”之间的逻辑关系，搞

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到了哪里？今后要往哪

里去？进而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和逻辑，讲好中国

故事，讲透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挖掘 21 世纪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丰富内涵，是打开和理解中国如何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密钥。

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出一个没有私有制，劳动产品按

劳动人民需要分配的理想社会；摩莱里指出，人类社会就是在

不断满足人的新需求的过程中前进。相反，如果人的需求和能

力没有矛盾，完全一致，社会就不会发展。圣西门在社会主义

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所有制是社会的基础，第一次把满足人

民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虽然以上理想带有空想社

1871 年 3 月 18 日法国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巴

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1917 年十月

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让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看到了推翻剥

削阶级取得独立和解放的曙光。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苦苦追寻

民族解放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

观思考国家命运和民族的解放，这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

会主义性质，但却指出未来社会的发展将围绕最广大的人民利

益为中心。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学说 ——马克思主义诞生。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强调：“马克

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它第一次

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

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

社会指明了方向。”不言而喻，社会以人民为主义，靠人民而

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人间正道。

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取得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

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生产的社

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广大人民

群众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

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

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社会

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

产，以解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二大

确立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则和根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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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

变，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苏联解体。这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

执政党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本质

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为的科学发展观，这里的“人”，就

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

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本”就是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

可见，从建党到建国，从建国都富国，整个过程时刻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铮

铮誓言。

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

经济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奋

斗目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表明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

高要求，尤其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日益增长，而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努力的方向。为

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用好改革开

放关键一招，以改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

由此可见，“四史”发展过程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

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和人民的解放；为了确保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带领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

要；为了尽快让人民富起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

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

大势谋大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人民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的理论逻辑

从 1516 年莫尔《乌托邦》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人

类在荒野中艰难跋涉 332 年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理想社会

的正确道路，即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从实践中摸索出

来的正确道路：马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

者同盟，并发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

言》，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也表明共产党的目的和

主张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指出阶级斗

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革命，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为各国被压迫

被奴役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改

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直接推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871 年法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

统治，攻占了象征着专制王权的巴士底狱，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无产阶级新政权机构即巴黎公社，随后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进一步广泛传播，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建立，比如德国

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意大利社会党、挪威共党、奥地

利社会民主工党等相继建立，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

展。在此背景下，俄国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无产阶级政

党，俄历 1917 年 10 月 24 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爆发，推翻

了不能为俄国人民解除饥饿、贫困、战争的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用实践验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

实践相结合，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随着世界革命

形势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也从一国到多国发展，波兰、捷

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朝鲜、越南、中国等欧亚人民民主

国家相继建立。建国以后，各国在苏联模式影响下进行了社

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照搬苏联模式

建设进程中各种弊端和问题凸显，也迫使各国开始思考探索

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当各国开始思考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也让各国

不得不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所

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

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 从 20 世

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纷纷纷纷出现

社会主义改革迹象。比如苏联库尔斯克州农村出现了“包产到

组”的试验；南斯拉夫一直强调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

匈牙利尝试进行党政职能分开，扩大党内外民主，加强法制建

设等。而在中国 1978 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户农民以敢为天

下先的勇气按下了 18 个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

幕。这 18 个手印刚按下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

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这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

政策。1980 年，试办经济特区。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

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

度，而且逐步实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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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度。迄今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举马克思主义

理论伟大旗帜，解决了近 1 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

消除了绝对贫困，迈进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是百年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进行的奋斗、牺牲。也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这一思想的真实写照。 

显然，“四史”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以马

克思主义为主线。

二、阐述“四史”之间逻辑关系的时代价值

（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

欧文于 1840 年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一书，按照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等学者的观点，社会主义应该理解以社

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这

充分表明，主义是围绕着社会而产生、发展，反过来，社会又

孕育主义，靠社会彰显主义。若按照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共产

主义的低级阶段这一观点，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等学者把共

产主义理解为公共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执政后不仅要实现

生产资料公有制，更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发展公

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增进公共福利，维护公共权益，完善

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治理，研磨公共监督，提

高公共厉行，弘扬公共精神等，总之就是造福公共大众。”[3] 这

一观点，就表明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

（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

本质特征。学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不难看出，一

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定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推动

马克思主义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展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在

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朝鲜，它产生了主体社会主义；在越南，它产生了胡志

明思想；在古巴，它产生了卡斯特罗思想。然而，历史车轮发

展至今日，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与中国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切实增强党自身抵御

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始终确保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勇于自我革命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是分不开的。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百年奋斗的历程中得

小结：“四史”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逻辑，为马克思主义为

主线的理论逻辑，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揭示了中国共

出的结论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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