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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
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
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
论力量，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
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
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
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这
一重要论断高瞻远瞩，意蕴深远，是我
们党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
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
果，为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
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
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

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哲学、政治经
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
的，是包含着鲜明的世界观、方法论和
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逻辑的严
密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对整体性的理
论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如果把马克
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
割裂开来，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特性，进
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背离或者
曲解。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年来，始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严整的科学体
系来看待、理解和把握，注重从总体上
坚持、继承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
本方法，为我们学习运用、研究建设、坚
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奠
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明确强调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
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
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
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
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
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
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
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
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
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
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
些重要论断，从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

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
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内涵、
结构功能和当代价值作出了全新解答，
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真理
威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内在逻辑，贯通着
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体现了我们党
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把握。

从“结合”上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必须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
展要求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
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
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
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
索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总结正反两
方面的长期历史经验确立的一个基本
原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态度。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早在 1930 年，毛泽东同志就鲜明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
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
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化”的科学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
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
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时代
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要求
的基础上，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引导党和人民着眼于时代变化和
现实国情来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吹
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时代号角。

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总结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同中国改革开放
的具体实际、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进
行的三次结合，深刻指出这三次结合，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
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
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在三次结合、三次
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结
合”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断为马克思主
义增添富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理论和实
践的双重发展。

习主席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
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
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当前，
我们正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
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
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
领时代，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从“信仰”上高擎和捍卫

马克思主义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
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马克思主义
以其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被中国
共产党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建
党 97 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
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
导，在统一思想、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开创新局中发挥着真理的威力。经过
近百年的风雨洗礼，这样一种理论指
导和真理力量，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共
产党人的血脉和灵魂，成为我们的精
神旗帜和坚定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对马克
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中国共产党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
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习主席

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
如此艰巨的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
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
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
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
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
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
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建党 97 年，是我们党在风云激荡
中高擎马克思主义精神旗帜、在披荆斩
棘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97年。在
学习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知之愈
深，信之愈切。我们党多次兴起理论学
习热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而信、学而
思、学而行。通过普遍的、持续的理论
武装，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
义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不断增强对党
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真理认同、思想认
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必修课来学习，作为看家本领来掌握，
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实
干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世界上的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
主义都没有。”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求真务实、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顽强拼搏，我们
才能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目标，取得
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始终让马克思
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使
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在斗争和传播中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是在
同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和思潮的不断
斗争中实现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必须充分认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
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
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自
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
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共产主义与反
共产主义、非共产主义的界限，打好意
识形态领域主动仗，在斗争中坚定捍
卫马克思主义。同时要结合实际广泛
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研
究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让
科学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让
科学信仰遍地开花、代代相传。

（执笔：杨 超）

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军事科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一个没有领导权威的国家难以形
成统一意志谋发展，一支没有指挥中枢
的军队难以步调一致打胜仗。强化核
心意识，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必须从思想教育、组织管理、制度建
设等方面综合施策，努力使官兵形成维
护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思想上夯实维护核心这个根

基。“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坚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坚定维护核心，
对我军来讲，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政治上的看齐是最
根本的看齐，思想上的追随是最坚定的
追随。要把政治建设始终摆在各项事
业的首位，紧抓十九大精神学习，不断
健全制度机制、量化考核标准、深化学
习成果，在学懂弄通做实中，坚定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信仰，把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确立
为强军兴军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在熟读深研
党史、国史、军史中寻根溯源，把红色
传统、革命精神、号令意识融入灵魂血
脉，教育广大官兵不断强化对党忠诚
信赖、对核心拥护爱戴的精神传承。
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教育，引导官兵
认清坚定“三个维护”首位是忠诚、标
准是绝对、关键是守规矩、根本是担
当，切实做到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上
绝对忠诚、情感上真挚热爱、行动上紧
紧跟上，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
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在组织上扭住坚强过硬这个关

键。强化核心意识，必须全面贯彻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组
织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
保证。一是坚持政治标准把好方向。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部
队如何建设、如何发展，是各级必须回
答的时代考题。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坚决执行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的
指示要求，坚持从政治上把握部队建设
发展方向。二是突出忠诚标准选用干
部。“忠诚是为政之魂”。要严把维护核
心、听党指挥、言行一致的忠诚标准，操
守高洁、干净为官、严于律己的廉洁标
准，勇于担当、忠于职守、善谋打仗的履
职标准。对那些“表态多调门高、行动
少落实差”的“亚忠诚”回炉提纯，对那
些信仰缺失、空喊马列、表里不一的“伪
忠诚”一票否决。三是树牢党建标准固
强自身。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把提升
党委核心领导能力，作为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的基础工程抓紧抓好。严肃开
展党内政治生活，突出问题导向，持续
抓好党委班子量化考核，提升帮建基层
能力，着力解决弱化、虚化、边缘化问
题。通过定制度、明职责、严奖惩，切实
把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强起来。领导
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更要强化政治定
力，提升政治站位，提高政治能力，以自
身合格过硬发挥好关键作用。

在制度上强化刚性约束这个保

障。严抓制度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
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体系的核心，
在包括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
制、支部建在连上等在内的制度体系

中，居于最高层次、处在统领地位，是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必
须充分发挥相关法规制度的关键性基
础性作用，提高制度执行力，强化执行
效果，确保军委主席负责制在法治化、
规范化的轨道上得到高效贯彻执行。
强化执纪监督。军委主席负责制划出
了严禁触碰的“高压线”，执纪要立起最
严标准，监督要按照最高要求，通过构
建党委纪委一并发力、领导群众共同参
与的执纪监督体系，压紧压实“两个责
任”，把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标准要
求贯穿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严肃追
责问责。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必须坚
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坚持“正人先
正己、严下先严上”，全面彻底肃清郭徐
流毒，用铁的决心、铁的意志把铁的制
度真正落实到位。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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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时，曾到当年纳粹设在

波兰的克拉科夫集中营实地取景。没

想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发来电文：“请

勿惊扰亡灵，让他们安息吧。”斯皮尔伯

格沉默许久，一句话没说，带着摄制组

就撤离了。对此，我们应当理解和尊重

亲历者痛彻至骨的感受，但这并不等于

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淡忘甚至失去自

己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20世纪社会学领域一

个新兴的研究主题。记忆是一种个体

的心理感官行为，而对于社会群体或国

家而言，人们会记住他们共同的重要经

历或特定事件，这就是集体记忆。在这

种记忆中，更为重要的不是发生过什么

历史事件，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的

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所以，即便

是共同经历的历史，不同的集体却常常

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

场上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与德

军投入的兵力共计约280万人，出动坦

克8056辆，创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

克会战纪录，同时人员伤亡惨烈地超过

了100万。自此战后，德军完全丧失了

战争的主动权，因此苏军战史将此役自

豪地称为卫国战争的“转折之战”。美

国人却似乎忘记了这一战役。美军军

史可谓“自恣以适己”，笔墨只留给诺曼

底登陆、轰炸广岛等美军主战的战场。

每每读及两国其时之军史，恍如在回忆

两场时空悬隔的战争。

言及二战，不能不想起苏联名记

者爱伦堡在其政论式新闻中所描写的

“被遗忘的战争”。1939年，纳粹德国

的侵略铁蹄开始践踏波兰。但短视的

英法政客却“遗忘”了这个国家，为了推

行“绥靖政策”甚至让国内报刊“忘记”

一个词——法西斯主义。但遗憾的是，

法西斯却没有忘记他们。正如爱伦堡

一针见血指出的：自欺欺人的“遗忘”如

同“可怕的滑稽戏，法国在排练投降”。

一年之后，巴黎陷落于纳粹之手。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说：“对

过去的追根寻底，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

未来。”集体记忆是对群体延续和发展

历史的追寻和追问，是人类存在的一种

责任。可我们总是无奈地看到，有些历

史记忆总是被选择性地遗忘。

在英国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林

则徐的蜡像立于其间，蜡像塑得栩栩如

生，可下面的说明却含糊其词：“他销毁

了价值2.5万英镑的英国财物。”在100

多年前，这当然是一个不小数目，可是，

英国人显然“忘记”了注明，林则徐所销

毁的究竟是什么“财物”。

然而，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那是

鸦片，是就连当时的英国传教士斯奎尔

牧师也将其称为“撒旦手中武器”的鸦

片。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陷入近代以

来的深重灾难，还给中国人留下了永远

难以抹去的集体记忆。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人本非

鱼，可偏偏有些人总想通过选择性“遗

忘”，来抹去一些历史的集体记忆，这就

是日本的某些政客及势力的所作所为。

美国学者马克弟在新著《绝对欲

望，绝对奇异》中，总结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生命政治”概念——掠夺生命的政

治。其核心是“不惜用人的牺牲”来榨

取利润，“用于喂养大帝国这头巨兽”。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对生命

的掠夺甚至没有放过本国人民。随着

失败的到来，日本军国主义进入到最

为邪恶的阶段——“死亡政治”。简单

地说，战争的目的已不在于胜负，而仅

仅是获取杀戮的快感。原本出自我国

《北齐书》中的“玉碎”，本身是个凛然

之词，但在这种怪胎政治中已被扭曲

为绑架士兵甚至平民充当法西斯殉葬

的毒品……

“遗忘”这种血淋淋的历史是可

悲和可怕的，集体记忆的断层必然带

来历史的虚无感，而历史遗忘者最显

性的特征就是失去理性。行文至此，

骤然记起当年伏契克在法西斯绞刑

架下发出的最后呐喊——人们啊，你

们要警惕啊！

集体的记忆与遗忘的历史
——世界军史纵横谈之二

■郑蜀炎

释义：2018年 5月 2日，习主席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

用，出自辛弃疾《太常引》。意思是要

乘风飞上万里长空，俯视祖国的大好

山河，表现了诗人立鸿鹄志的坚定信

念。

解析：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
是未来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历史责
任。习主席在此引用此典，旨在强调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
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新时
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
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
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高旭尧、林 彤辑）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5月 8日，国防大学和中国延安精神
研究会联合举办“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建
设优良传统全面推进新时代军队党的建
设”理论研讨会。来自军地近百名专家
学者，齐聚革命圣地延安，围绕“延安整
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十八大以来军
队党的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经验启示”
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
的建设，特别强调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
经验。习主席在陕西视察时曾指出，全

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
量。梳理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成功经
验，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对
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军队党的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表示，进入新时代，应对新
挑战，对军队党的建设提出许多新课题，
我们要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优良传
统，深入研究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特点
和规律，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军
队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军队党建工作的
时代感和科学性，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
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军队党的
建设始终走在全党前列。

专家们谈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大
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些经验做

法，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全面提高新时
代军队党的建设水平，要继承和汲取延
安时期党的建设成功经验，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坚决把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建设
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到实处，推动新时代
军队党的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时代虽变迁，但
延安精神不会过时，永远都是激励我们
前行的强大动力。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建
设优良传统，全面推进新时代军队党的
建设，就是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舍
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蹄疾步稳的务实作
风，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
—“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全面推进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杨青春 特约记者 罗金沐

学习要论

读史札记

理论动态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
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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