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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路径、方向

———论《共产党宣言》对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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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想信念教育的不朽著

作。它奠定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路径，并确保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正

确方向。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充分发挥《共产党宣言》对于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对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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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

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

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

观、人生 观、价 值 观 这 个 总 开 关 ‘总 开 关’问

题。”① 《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树

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路径并确保了目标

方向。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对于 《共产党宣言》
的学习，充分发挥 《共产党宣言》对于党的理想

信念教育的重大作用，对于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具有重大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党的理想信念

教育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宣言》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以此为基础，逻辑清晰地厘清了共产主义代替资

本主义的必然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明

确的方向。《共产党宣言》提出的 “两个必然”思

想以及随后对该思想进行深化补充的 “两个决不

会”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准确传达了科

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

巨大的精神动力，并一直鼓舞着、推动着无产阶级

正在进行 着 的 伟 大 斗 争。② “两 个 必 然”思 想 和

“两个决不会”思想相互关联，逻辑紧密，是加强

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石。全面从严治

党，铸就 共 产 党 人 的 理 想 信 念，需 要 深 刻 领 会

《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真理性认识。
( 一) “两个必然”思想指出了无产阶级胜利

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核心论断

就是“两个必然”思想，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

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③。 “两个必然”
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

反抗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正确结

论。《共产党宣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

统的梳理，指出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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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亦会趋向于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

会当中的两大对抗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斗争亦会日趋白热化。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

下，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无产阶级最终会战胜腐化

反动的资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

的胜利。在此基础上， 《共产党宣言》对人类历史

进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度

剖析，生动描述了资本主义行将没落的腐朽之姿和

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强劲之势，科学总结了资本主

义必将走向灭亡的本质规律。诚然，资本主义在人

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革命性的巨

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推进，它已然不再能适应历

史发展的潮流了。①在《共产党宣言》之《资产者和

无产者》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这个曾经

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

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

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

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

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② “两个必然”思想标志着

人类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革命性地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

“两个必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用模范行动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信念，步步为营、稳

打稳扎，逐渐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

并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改革进入深

水区与攻坚期的今天，面对多元思想激荡和各种诱

惑挑战的复杂局面， “两个必然”思想为避免共产

党人思想滑坡、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提供了精神

保障，它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的思想火炬，

是我们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出发点。
( 二) “两个决不会”思想指明了无产阶级胜

利的曲折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 这一重要

理论即是“两个决不会”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

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总结 1848 年欧洲

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对

《共产党宣言》 “两个必然”思想的深化和补充，

并与“两个必然”思想一起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核心。“两个决不会”思想客观地分析了生产

力在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社会

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只有当生

产力足够发达、并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范

围的时候，资本主义才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而这一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的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

义。然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断崖

式的瞬间剧变，其过程异常艰难而漫长。因此，我

们需要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精神，既要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

历史趋势，又要理性对待资本主义灭亡的复杂过

程。“两个决不会”思想合理把握了社会主义代替

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一方面，它纠正了之前人们

对资本主义即将迅速灭亡和社会主义即将全面胜利

的过于武断和乐观的预测; 另一方面，它又阐释了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曲折性，深化了

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给了无产阶级

革命者以全局而宏观的科学指导。1992 年初，邓

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

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

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④ 邓小平对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过程和美好发展前景的认识，无

疑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 “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影

响。此外，“两个决不会”思想还和 “两个必然”
思想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两个必然”思想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给共产党人的奋勇前

行指引了方向; “两个决不会”思想体现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艰难历程，为共产党人的努力拼搏做出了

鼓舞。“两个必然”思想和“两个决不会”思想表

达了事物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旧事物必定会被

新事物代替的必然性和新事物终将会战胜旧事物的

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两个必然”思想和

“两个决不会”环环相扣， “两个必然”思想是

“两个决不会”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两个决不会”
思想是“两个必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我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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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尊重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客观对待事

物发展的特殊规律; 既要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

心，又要冷静对待前进路上的挫折。当前，我们正

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正

确处理 “两个必然”与 “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是我们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着力点。

二、《共产党宣言》提供了党的

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路径

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路径的

正确指引。《共产党宣言》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教科书，为党的各项事业提供了现实

参考。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实事求是方法原则

的高度重视与灵活运用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充分尊

重和信任依靠，是我们今天在党的自身建设中需要

认真学习并自觉践行的宝贵精神。 《共产党宣言》
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科学路径，为党的理想

信念教育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全面从严治党，巩固

党的理想信念，需要积极运用 《共产党宣言》中

内蕴的科学方法。
( 一) 坚持实事求是是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

的首要路径

实事求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也

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精神的重要表达。它是共

产党人一切工作的首要原则。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

前提就是尊重客观实际，充分考虑党员的总体状况

和时代的现实情况，具体地、历史地塑造、强化党

的理想信念教育。1872 年 6 月，在 《共产党宣言》
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强调，尽管

自 1848 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 1872 年的 25 年

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宣言》中

所阐述的一般性的原理仍是正确的，但这些原理也

要历史地、具体地与实际情况相结合，①也就是要做

到实事就是，即根据现实的客观情况随时调整我们

的方针政策，机动灵活地实现预期目标，从而提高

我们行动的有效性。1895 年 3 月，恩格斯在致德国

经济学家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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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的方

法。”②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是加强

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法则。当前，中国的经济

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

些基础领域的转变无疑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

的冲击和影响。面对纷繁多变、价值多元的复杂局

面，立足国情、客观理性地审视党的理想信念实况，

把握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加强党的理想信念

教育，是当今党的理想信念工作的重要方法。目前，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状况总体较好，绝大部分党员

对党忠诚，为党谋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充满信心。但由于社会转型的震荡、西方思

潮的影响以及自身理论基础的薄弱等多种因素，一

部分党员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革命的信

念开始松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针对此

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评估党的总体情况，有区别有

针对地解决具体问题，充分发挥《共产党宣言》精

神实质在党的理想信念教育上的重大作用，是当前

狠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方式。
( 二) 坚持群众路线是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

的根本路径

群众路线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相信群

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群众路线突出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主义人学思想的

具体化。《共产党宣言》对于群众路线做了细致的

分析和深入的阐释。首先，《共产党宣言》明晰了

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性。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

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

益。”③ 意即共产党人是和人民群众站在同一立场

的，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终极利益是和人民群众的利

益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共产党人因为人民群众而有存在和奋斗的意

义。其次，《共产党宣言》明晰了共产党人的根本

目的，即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

利益而斗争”④。共产党人一切的革命与争斗，都

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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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价值指向，亦是党的理想信念

教育的终极目标。《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党人与

人民群众关系以及共产党人根本目的的论述，为党

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对党的建设具

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2013 年 1 月，习近平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

个方面工作》一文中指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① 在新时期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下，我们既要以党的群众路线

来强化党员理想信念的树立，又要以党员理想信念

来促进党的群众路线的落实，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为民谋利。坚持群众路线是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

的必要路径，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要加强党的理想信

念教育; 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

保障，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要坚持群众路

线。新形势下，努力把握群众工作的特点，积极研

究群众工作的规律，坚定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提

高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是当前狠抓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必要手段。

三、《共产党宣言》确保了党的

理想信念教育的正确方向

理想信念是党的精神旗帜，是党始终保持先进

性的坚强柱石，亦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力量源

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始终确保共产党人经受住各

种风 险 考 验，才 能 始 终 坚 守 共 产 党 人 的 政 治 灵

魂。② 《共产党宣言》在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奠定

理论基础、提供科学方法的同时，更确保了党的理

想信念教育的正确方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守

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需要始终把握 《共产党宣

言》中指出的目标方向。
( 一) 党的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它揭

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正确方向，并被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验证。我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有力的思想武

器，我们立党、立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的指

导思想。坚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

的精神支柱。《共产党宣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准确地预见了社会发展的

总体趋势，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

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是世界上

首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同时， 《共产党宣言》
还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

用，促进了正在遭受无情压迫的无产阶级工人的觉

醒。《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伟

大诞生，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

争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与理论武器。1920 年 10
月 2 月，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

会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全部知识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

是在最确切、最缜密、最深刻的研究之上得出的正

确结论，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并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

和拥护。③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科学

理论，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性认识，是我党

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它指导我们取得过伟大的成

就，并且还将继续指导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进入

新世纪新阶段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

国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到了各种社会思潮的强烈攻

讦。在此形势下，坚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加

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二) 党的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共产主义方向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亦是广大共产党人

为之奋斗的目标指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建立

在科学判断基础之上的真理性认识，它是共产党人

内心不可动摇的真诚信仰，是共产党人社会实践和

行为准则的重要参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在党员中树立起了实

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新时期，加

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需要始

终坚持共产主义方向。《共产党宣言》在分析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基

础上，考察分析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形成原因、发

展过程，由此论证了共产主义之所以会最终取得胜

利的必然性。此外，《共产党宣言》还科学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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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指出将会出现一个没有阶级

对抗的新社会，在那个新社会礼，每个人都将会实

现呢自由全面的发展。①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

义必胜所做的有力论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做

的透彻解读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对共

产党性质、任务与特点的准确定位，无不对中国共

产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高度评价共产主义社会。1940 年 1 月，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 : “这种思想

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

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

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② 充分肯定了坚持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的正确性。邓小平十分强调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的重要性。1985 年 8 月，在会见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

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遇到困难的时刻，在中国发展

遭遇困境的时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

无数共产党人的奋勇拼搏，甚至还有人为此而做出

巨大牺牲。③ 习近平非常重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必要性。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坚定的理想信念

对于共产党人提高站位、拓宽眼界、开阔心胸的不

可或缺性，指出了共产党人要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就必须要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④ 此外，习近

平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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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

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

迷茫、精神迷失。”⑤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决定了党必须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只

有坚持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

性，才会有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性，才会有抵

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自觉性。坚定党员对于共产

主义的信仰，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新形势下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需要。

结 语

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总开关”，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奋

斗不息的精神支柱与永葆先进性的力量源泉。作为

一部阐明共产党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奠基性著作，

《共产党宣言》奠基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基

础，提供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路径，确保了

党的理想信念的正确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

型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党所面

临的 考 验 和 危 险 亦 更 加 严 峻 和 凸 显。深 入 挖 掘

《共产党宣言》对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内涵，全

面总结 《共产党宣言》对于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

重大意义，是新形势下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

效措施，亦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之举。
Theory，approach and direction: On the tri － significance of“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o the education on the Party's ideals and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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