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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
革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准确认识和理解“两个没有辜负”，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对于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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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最难的是超越自己。
一个政党犹如一个人。对一个政党来说，
最难的也是超越自己。在这里，自我超越
是自我革命某方面特征的通俗表达。

自我超越之难，难在必须在思想理
论上与时俱进。对一个政党来说，一定
时期内都会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思想体
系和话语体系。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关
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看，
一旦思想的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社会的
变化，无法对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
进行解释、给予指引，那么就会变得陈
旧，陷入僵化，变成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思
维定式和认知模式。这个时候，就需要
作为思想认识主体的人拿出自我超越的
勇气，打破已经定型和固化的思想，从而
为新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在革命战争
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
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艰辛探索
中认识到打破教条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从而以实事求是为指针探明了中国革命
的正确方向。1978 年中国发生的真理
标准大讨论，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
党在当时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思想上的自
我超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
党在思想理论上自我超越的最新成果。
当然，思想上的自我超越，是与时俱进，
是扬弃而非全盘否定，这也是中国共产
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高明之处。

自我超越之难，难在必须打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最难叫醒的是装睡的人”，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些
都说明利益所系带来的问题顽固性。从
利益关系调整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
的过程，就是体制机制不断被打破和重
构的过程，就是旧的利益关系不断被打
破、新的利益关系不断形成的过程，就是
在不断理顺利益关系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过程。但是，利益关系从来都
是具体的、现实的，既有利益关系不会自
觉自动地解体，新的利益关系也不会自
觉自动地生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
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革除体制机制的
弊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基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乃至重构各
种利益关系，而不被各种利益关系所羁
绊乃至裹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大
根本优势，也是党能够蓬勃发展至今的
重要原因。

但是，从百年切身经历中，我们党深
刻体会到：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
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
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
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所以，对于
我们党来说，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是
没什么意思的，是很危险的，再难也要实
现自我超越。

再难也要自我超越，是因为党面临
的外部挑战是复杂的、严峻的。我们党
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
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

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
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
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而复杂
的，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
而严峻的。这些挑战和危险，在某种意
义上因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
增加了。

再难也要自我超越，是因为党面临
的自我建设任务是深层的、艰巨的。中
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行动力来自于组织
性、纪律性和群众性三大特性的保持而
不丧失。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在很大程
度上凝聚了党心民心，同时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组织性、纪律性和群众性的进一
步增强，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具有
自我超越的勇气和智慧：

从大历史观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
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
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
等于永远拥有。对于我们党来说，不能
用“理所当然”来理解自己的执政地位，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如负泰山”。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必须具有这
样的胸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
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
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
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
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
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
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

从治国理政要求看，必须具备这样
的心态，正如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观河北省西柏坡纪念馆时指出的，

“‘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
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
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
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赶考”是一个历史性命题。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党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从
一定意义上讲，党始终处于“赶考”的历
史进程中，因此要不断自我超越。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
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
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

“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
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的
大抱负、大追求源出于此。

回望百年路，党和人民的事业成就
举世瞩目；开启新征程，用不着刻意和其
他什么政党比，我们党将更加专注于做
更好的自己——不断自我超越！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百年大党的自我超越
黄相怀

顾春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一部中国传
统社会史表明，自远古而来的中华民族披荆斩
棘、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漫漫
长路，沿着自己的道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
断走向进步和光明，体现了强大的民族生命
力。中华民族创造了符合自身特点、适应传统
社会要求的社会制度和体大思精、夺人眼目的
灿烂文化，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各国有所不同的
独特道路。

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这八个字大有深意。按照流传既久的说法，全
世界共有四大文明古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
比，中国古代文明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历史十分悠久。距今约 3800—3500
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是中外学界公认的中国
古代文明标志之一。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又将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已认同中国的古代文
明迄今有5000年。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远古
至先秦，先之以诸夏，后之以东夷、西戎、南蛮、
北狄，历经周初的封建和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的
民族融合，华夏族逐渐形成并发展。自华夏族
形成以后，源泉混混，开枝散叶，到汉代形成了
汉族。进入唐代，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又有了唐人之称。之后，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
间的融合和交流不断深入，最终形成了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

第三，文字未曾中断。中国的古文字起源
于陶泥刻符、彩绘符号和玉器、石器、骨器刻文
等，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初步形成了以方块字
为特点、较为成熟而完整的文字系统。之后，经
金文、小篆及至隶、草、楷、行的书体演变，最终
发展为今天的文字系统。

第四，史载传承有序。按照现存的史籍所
载，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的共和元
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有了
不间断的、系统的历史记载。正史、实录、方志、
谱牒等灿然在列，中国成为全世界史学高度发
达的古老国度之一。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各种
考古发现，我们对历史编年的认证又提前了
2000年。

第五，文化一脉相承。从商人尊神到周公
制礼作乐，华夏族实现了由神到人的重大转变，
开启了德治之路，并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
化所继承。之后，中华文化历经各代百家争盛，
在相推相荡、相克相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
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

第六，逐渐奠定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早熟和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具有强大吸引力和
向心力，使中国的人口不断增加，也使国土得到
开发、疆土得到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进步，不断发展和
巩固，逐渐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第七，统一成为大势。中国的国体先后经
历了邦国时代、封建时代和郡县制时代。其间，

邦国的数量先是从周初的上千个急剧减少为春
秋时期的百余个，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雄并
峙”的局面，并最终由秦统一中国。之后，割据
和统一交替上场。到了宋代，中国发生了几个
重大变化，如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
展和南北方交流，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大一统的
政治观念和忠孝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思想。这
些重大变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更高水
平发展，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从此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形成，认同统一是常态、割据是变态。自宋以
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长期和大规模的地方割
据，走向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

第八，倡礼义而远宗教。中国人主张以德
治国、以德润身，以仁义之理和等级之礼处理人
和事，至于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中国
虽长期存续各种宗教，其中既有本土的宗教（道
教），也有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但
自西周走上敬德保民之路后，中国人更相信道
德的力量，用人伦礼义规约人，用美德良俗提升
人，不需要宗教来约束人，更不需要用宗教来代
替政治和法律。因而，自西周以后，中国多数时
代是世俗社会占主导，很少有过政教合一的统
治，也很少出现宗教法庭。

以上论及的八方面，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特点，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特点。正是因
为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国走过了一条与世界
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所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两个没有辜负”的时代启示
田鹏颖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因为（科学）
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马克思提出科学
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存在，
他们悲天悯人，他们构想美好，但由于没有揭
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
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作
用。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
说，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
且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
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
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因为（科学）
社会主义是能够满足中国需要的理论。“理论
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
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
一场伟大的历史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历史
之诺！封建社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

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布新。帝国主
义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几万万
劳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相抗。1921 年 7
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
奋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
着信念、嘱托和梦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
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以
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曾经困顿
无望的中国就有了方向！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因为（科学）
社会主义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一再
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
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
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
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
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
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

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
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
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
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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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现
新发展。

实践证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
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其科学性和
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其人民性和
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其开放性和
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科学社会主
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人间带回
真理的火种，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启
了真理之书的扉页。中国，以鲜活厚重的理
论创新、思想创造，在科学社会主义这部巨著
里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不朽篇章。

中国共产党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没
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
格斯曾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
展方向、一般特征作过科学预测和设想。比
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
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
目的；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
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
则；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这
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百年峥嵘
岁月，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处于高潮还是
遭遇挫折，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对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坚持劳动光荣、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分配原则；坚持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
些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赓续了社会主义的基因血脉。

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而没有将其视为僵死的
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
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
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
法”。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
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百年风雨兼程，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真理的旗帜、进行理论
的创造，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
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丰
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与时俱进
的科学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
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时代之问。这些深深
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思想成果，深刻影响着国
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极大改变着中国人民的

精神面貌，社会主义参天大树在世界东方根
深叶茂。

中国共产党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把理论视野局限
于中国。“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
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
神武器”。从现实的此岸通向梦想的彼岸，从
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必定依靠揭示客观
规律、洞察历史大势、回应时代呼声的科学理
论。百年大江奔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时期，在当今世界动荡变革的历史变局
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历史的积淀、理想的
坚守、开拓的勇毅，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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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实践的新革命、
思想的新长征，结出了饱含中国精神、时代精
华的硕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
贡献，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意在表明中
国共产党 100 年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科学
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
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不懈奋斗及其辉煌成就中得到充分证
明。“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意在表明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创造出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
义，让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充
满生机活力。“两个没有辜负”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中国共产党100年的根本成就，

深刻而历史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中
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
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
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
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
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伟大航程，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复兴和世界变局的

交织激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开辟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
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
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生机蓬勃、前途无
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走得对、走
得通，而且必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是

“两个没有辜负”给予我们的重要时代启示。
（作者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两个没有辜负”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强
调，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
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

中汲取前进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是党
性要求，也是政治品格。党员干部只有
练就担当作为的过硬本领，发扬斗争精
神，锤炼实干作风，以冲天干劲践行初
心、勇担使命，才能不负时代重托、不负
人民期望。

担当历史使命需要有过硬本领。能
力本事是干事创业的素质体现和本领要
求，担当作为光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有
了“金刚钻”才揽得了“瓷器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具
备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素质，既要政治过硬
又要本领高强，既要善学善思又要善作善
成，在知行合一中担当作为。要提高政治
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
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
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自
觉担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使命。

担当历史使命需要有斗争精神。担

当作为与斗争精神紧密相连，它既意味着
“在其位、谋其政”的履职尽责，也体现着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勇气。
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凭
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拿出
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和老牛
爬坡的拼劲，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在矛盾纠纷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急难险
重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失误错误面前敢
于担责，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斗争，做到
不获全胜不收兵、不达目的不罢休，用知
重负重、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担当历史使命需要有实干作风。担
当历史使命，最根本就在于讲实话、出实
招、办实事、求实效。要以敢于担当的精
神，不推脱敷衍，不计较得失，脚踏实地地
干，雷厉风行地抓，全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积极承担应尽的责任。对认定的事，咬定
不放；对定下的事，持之以恒；对已干的
事，一抓到底。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切勿
在层层表态上做文章、在层层开会上兜圈
子、在层层造势上动脑筋，而要在层层抓
落实上见成效，确保把每个步骤、每个部
分、每个细节都落实到位，以实干求实效。

自觉担当历史使命
忠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