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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与自信的人生
文 /林建华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习近平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2018 年，

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很值得好好纪念。今年，是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今年，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

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这几个数字叠印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振叶寻

根，观澜索源。它启示当代共产党人不停地思考：我们

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习近平同志指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这就是历史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既是一种“向

后看”的眼光，更是一种“向前看”的眼光。“向后看”，

是为了总结经验；“向前看”，是为了把握方向。因此，

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这是因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就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

征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是因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

交汇点上，旨在从历史中引申出对现实的分析，在现实

中满怀对未来的希望。

信仰的味道与真理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点赞《信仰的味道》（载

2012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讲述的故事。

这篇文章只有短短 1100 余字，通过讲述几个短小的故

事，阐述了近百年来共产党人寻求真理、坚持信仰、实

现理想的主题。其中，最形象透彻、最令人难忘的是，

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激励和引领下，陈望道沉醉其中、潜

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

不觉，甚至感觉墨比糖还要甜。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

产党宣言》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描叙，为我们刻

画了两个意气风发、抱负远大的青年雕像。这就是马克

思主义的创始人、德国知识青年的先锋，时年 30 岁的

马克思和比他小两岁的恩格斯。

1847 年 6 月，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

产主义者同盟建立。1848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标志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共产

党宣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又是马克思主义

的袖珍百科全书；它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周

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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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竖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

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

来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揭示了 19 世纪上半叶欧

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种种弊端，而且蕴含着丰

富、深刻的科学真理和美妙、光辉的未来社会的理想。

《共产党宣言》这部译成中文约 2.8 万字的小册子

具有无限的、永恒的魅力，它博大精深、流光溢彩。迄

今为止，《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 200 余种文字、出

版1000次以上。在人类思想史上，曾有过许多传世名著，

但没有哪一部著作传播得如此广泛，如此牵动全世界最

广大人民的心魄；没有哪一部著作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的阐释如此精确而深刻，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力

如此巨大而深远。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

系，其特质异常鲜明而丰富。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

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

方向；它坚持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解放的立场，以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

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质、

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

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具有鲜明的实

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地认识世界，而且致力于能动

地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于 19 世纪，但没有停留在 19

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从影响无

产阶级的众多思潮之一逐渐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

指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

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信仰。在人类思想史上，没

有任何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

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且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久弥真、历久弥新。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中国赠铜像在其故乡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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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濡润与丰厚的滋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 毛泽东曾说：“1920 年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

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

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邓小平也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

产主义 ABC》。”《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信

仰的起点。由此，它影响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为了信仰而不懈奋斗和英勇牺牲。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播到东方并进入中国，既引发

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

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喜欢

复述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名言，并以此告诫世人：“我

播下的是龙种 , 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海涅讥讽单纯

模仿他的诗的风格的那些人的。毛泽东曾生动地指出：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

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

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

西，这样就用得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

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

人历史的逻辑、实践的逻辑、理论的逻辑是，走出一条

正确的“结合”之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

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

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

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等于

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

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

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

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

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一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

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

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

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

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

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毛泽东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要“以

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拉开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帷幕。

1982 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

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

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由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习近平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

最有发言权。”同样，也不能“左脚穿着右脚的鞋——

错打错处来”。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中国 960 多万平方公

里的广袤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智慧和信仰成

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龙”的传人。

信仰的力量与永恒的辉煌
信仰的力量在于躬身践行，信仰的践行铸就永恒的

辉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

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

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

源的。”

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

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

习近平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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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

地吸收。

信仰之于人们也是如此，其力量在于潜移默化地融

入人们的言行之中。从信仰的味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始终持守这样的理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

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时代课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意

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理想信念

和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遵守的基本

原则，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马克思

主义的生命之“脉”，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

进。譬如，它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坚

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基础分析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坚

持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坚持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它坚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谱写

浓墨重彩的华章，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愈益彰显其历

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共产党人的事业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哪里？习

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

‘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一论断，把人的生

命元素“钙”引入政治生活领域，高度概括了坚定政治

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科学分析了信仰缺失的严

重危害，深刻阐明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于矢志不渝地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而奋斗的巨大作用。

历史不能臆造，但并不妨碍我们作理性的推论。如

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一定会发出“自信人生二百年，风

云激荡五大洲”的无限感慨，并乐见世界今昔之云泥巨

变；如果没有《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和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世界肯定不是今天异彩纷呈的

这个样子，而是会呈现出 “地球依然不是平的”那种

另外的样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推到遥远的未来，

我们在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的自信更是毫无根由。

一个人有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就能不懈努力、

执着追求；一个国家和民族有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就能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中国奋力前行的密码是什么？

归根到底，就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归根结底，是对马克

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而自豪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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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正是因为有了信仰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自信

而自豪地说，在未来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贡献给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必

将是红色的玫瑰和甘露的芬芳！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原

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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