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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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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主要有三大密切联系的分析理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谱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谱系为主线，实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合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合，强化和更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新视野、新气

象、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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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就其本身

来探讨，主要包括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

容、逻辑结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时

代意义等问题；二是从特定关系中来思考和把握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包括习近平治国理政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习近

平治国理政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治国

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上

述两方面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前者重在探讨其

“理论内容”，后者重在探讨其“理论定位”；前者

为后者提供理论根据，后者为前者确立思想坐标。

党的十九大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出了新阐述、

新概括、新命名，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并深刻阐明了其理论性质和理

论定位，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纲领性文献。深刻把

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关系，是我们深刻把握和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是

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强化和更新中国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内在要求，是强化和更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的内在要求，是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基础，并直接关乎我们对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续奋斗历史进程的总体

把握和系统理解。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政治

问题、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本文仅就毛泽东思

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

理论逻辑、分析理路和重大意义等问题提出一些

初步看法，以期引起深入、系统的思考。

一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理论逻辑

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立这个问

题，弄清其性质、依据和来龙去脉等。毛泽东思想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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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

大的历史问题。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仔

细思考，这个问题还蕴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这

主要是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三者理

论层次性关系及其模式化理解导致的。因此，我

们分析和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厘清其逻辑关

系，阐明其理论逻辑，才能保证其概念的明晰性、

确定性和合理的论证论述过程，否则，就会陷入某

种逻辑混乱和思想混乱。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论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重要理论定位，即它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因此，毛泽东思想与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实质上仍

属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关系之内。正如有学者所说，虽然其形成的时代

条件、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要回答的时代

课题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些方面的变

化并没有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

的理论主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完全超越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更不是外在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体系，而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因而它仍然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因此，我们首

先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来把握

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

框架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两大

理论成果，两者的关系不存在“理论层次”问题；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关

系，同样不存在“理论层次”问题，但其与毛泽东

思想的关系在逻辑上则有一个理论层次问题，主

要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怎么厘清其理论层

次，避免混淆理论层次，使之顺理成章？如果不能

合理地把握和理解这一理论层次问题，势必就会

陷入某种层次悖论的思想境地。因此，我们要从

逻辑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就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及其理论创新性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

逻辑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

并实现其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理论逻辑和思想

坐标。这是由邓小平奠定而其后继者同样必须不

断思考和阐明的一个重大主题、重大问题。有外

国学者评论说：“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广泛的综合

体，它包含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内容，以及官

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毛泽东在其中角色的重

新阐释，由此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框架和范围，在这

一框架内，对毛泽东著作的说明和反思得以继续

展开。”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新反

思、说明和阐释毛泽东思想确立了理论框架和思

想坐标。胡锦涛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

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

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

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

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

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

向。”③深刻把握和理解邓小平的上述两大历史性

贡献及其相互联系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必须不断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正如有学者

所说：“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的关系，实际上就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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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必

须重新思考和回答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思考和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既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扩展和深化其自我理解的重要主

题、重要方式，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本身所包含的一个重大主题和重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

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创新不仅有

其独创性的理论主题、理论内容和理论重点，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而且包

含着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总

体思考和贯通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的自我理解。就是说，每一个理论创

新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新的

构成部分，而且同时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自我理解，具有整体性。惟其

如此，我们才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

新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们

才能说坚持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理论

内容，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

自我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自我理解、马

克思主义的新的自我理解。我们思考毛泽东思想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继续思

考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

想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及其

自我理解等问题。

二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分析理路

要深刻地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必须从其理

论内容出发，确立一套符合问题本身要求的分析

理路和解释系统，才能系统阐明其同一性、差异性

及其统一性。总体而言，我们把握和阐明毛泽东

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

系主要有三大密切联系、相互阐明的分析理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文化谱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

分析理路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自我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

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阶段，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历

史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不同，思想的继承既可以通

过代际传递，也可以隔代或跨代来继承，既可能单

线继承，又可以双线或多线继承。就此而言，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基于双层继

承和发展的理论创新性质，势必突出毛泽东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连续性，通过两

者“理解的循环”实现“不忘初心”与“与时俱进”

的辩证统一，强化和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

我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谱系的分

析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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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

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自我理解。其鲜明特点是由近及远、从

多重宏大历史视野出发，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主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整合起来。习近平同志强调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

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
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多年
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

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①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论断

通过几个关键历史节点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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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历史文化谱系。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及其关系在此历史文化谱系中获得明

确定位。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同样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文化谱系中获得定位和理解。

有学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正、

反、合的辩证历史过程，从而进到合格的比较发达

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与试

验是辩证发展过程中‘正’的阶段，为尔后的发展

作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纠正了毛泽

东晚年的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进行试

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后继者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这是辩证发展过

程中‘反’的阶段；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当代中

国社会的现实要求需要一个‘合’的阶段，即在

‘正’‘反’两阶段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①毛泽

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

飞跃，并开启了其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曾

将“革命路程”与“革命以后的路程”比喻为“序

幕”与“长剧”的关系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

化谱系，正确把握和阐明了“序幕”与“长剧”的关

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思

想整合，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谱系的分

析理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力图确立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双重历史文化谱系，主张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年文明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５００年发展
史的角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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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社会

主义潮流之中，并从此双重历史文化谱系中理解

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说：“要重新

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

性，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

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

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

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

新时代的‘通三统’。”④这个说法很有意义，但似

乎不够完整。离开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马列传

统”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我们都

无法完整理解“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

统”。比较完整的说法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

统”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双流合一而形

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即“从毛泽东到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中华文化归属及其连续性和独特性，同时又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世界

历史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历史文化

谱系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合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理论整合，强

化和更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

三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系的重大意义

深刻思考和阐明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对于继续深化对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问

题的认识，不断强化和更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

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重大问题，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关系的新主题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关系，既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和理论

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这个

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而产生，随着改革开放

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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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全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反合”》，《毛泽东思想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３８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１页。
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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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丰富深化的思想内容和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理

论形式。这个问题先后主要表现为毛泽东思想与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关系问题。随着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改革开

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

想整合为一个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这一问题才获得了目前的理论形式。就

其理论形态和思想内容而言，毛泽东思想业已完

成和定型。但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事业

还在继续，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人们对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和理解更没有停止，反而不时充满激烈

争论。无论就其理论形态还是就其思想内容而

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依然处于发展过

程之中，不能说已经完成和完全定型。同样，人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理解也在

不断深化。因此，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问题，而

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

有不同的思想内容、理论形式和现实意义。毛泽

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关系使这一问题获得了新内容、新形式和新意义，

必将引领和推动我们继续深化和拓展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思考和理

解，丰富和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深

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及其发展

规律。

（二）强化和更新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我认同的迫切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其９０多年的
风雨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

理论创新。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业已确立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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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序列。只有置于

这一指导思想序列中，才能深刻把握和系统阐明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自觉地处理好这一

系列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护和阐明自身

指导思想的统一性与自我认同，才能不断强化和

更新其理论基础，实现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政治

传统和理论传统，又是由其政治性质和理论性质

所决定的。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

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

阐明。”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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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时代课题，而且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历史文化谱系为主线，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的

理论整合和自我阐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之道”，强调“把践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

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

措施”②，实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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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和强化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和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谱系，不仅系统地阐明了毛

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

性，有力地批驳了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而

且把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与世界社会主义５００年
运动史结合起来，有力地驳斥了“共产主义渺茫

论”“历史终结论”和“民族文化虚无论”等错误观

点，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和增强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自我理解奠定了思想基础和

分析理路。习近平同志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

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

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

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世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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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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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王文兵：论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会主义运动和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多重继承和超

越，开创了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文明道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的自我阐明和理论筹划，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自我意识业已走向成熟定型，其深远的历

史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使具有 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
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

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而且使具有

５００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

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
生机；由此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

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

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结语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是我们深刻把握和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

义，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

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理论整合，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历史

经验的重要主题，是更新和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自我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必然要求。

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思想发展，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及其不断深化更新的

自我理解，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

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

新视野、新气象、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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