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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①

龚剑飞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７７）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三个自觉”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统一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必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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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道路，科学的理论，伟大的实践，都离不开主体自觉的反思和自主的行动。历史的发展不是

盲目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只有实现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才能掌握规律，循规律而行，

进而创造出历史的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三者相互联系、

互为前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７
作者简介：龚剑飞（１９７４－），男，江西南昌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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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路自觉，是指对本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有准确的把握，对道路的坚

持和发展充满信心。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多种多样，在道路选择的原因、方

式等方面也极为复杂，这是由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民族特征、历史际遇等诸多因素共

同决定的。不过，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主体是否具有自觉性、自主性，是关系

到发展道路是否成功的首要问题，这被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所反复证明。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会有各

种各样的经验和模式，有些经验和模式充满诱惑、令人心动。但是，历史和现实表明，无论别国经验和别

国模式在本国发展得多么成功、成就多么巨大，它只适合本国，不一定适合别国。马克思在晚年对那种

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断作为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提出批

评，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

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

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１］３４１－３４２马克思在这里用一种揶揄的语调驳斥了那种一条道路世

界通用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更愿意看到他的理论与国家特色、民族特色进行必要的结合，形成符合

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简单套用、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和别国模式，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走自己的路，体现中国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

这是一种明白无误的道路自觉意识。

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具有自觉性、自主性，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功走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曾经深刻总结道：“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

合，走自己的路。”［２］９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意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强调要有自觉自主

的意识，反对千篇一律的革命和建设方式，他说：“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

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

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

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３］１４３在讨论苏共２０大问题时，他就提出
要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毛泽

东的这些看法，实质上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声，代表了我们党对道路问题开始的最初

的自觉意识。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理论准备、历史经验以及党的“八大”后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党的指

导思想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许多曲折。

实践无止境，道路的探索也没有止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

坚实的理论和物质基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起航。三中全会

召开以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并果断地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在随后的实践中，我们党进一步总结经验，在党的十三大

上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

潮，国内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

结合，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巩固壮大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２１世纪。进入新世纪以
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思想，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３０多年的自觉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将这条道路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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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党和人民历尽曲折和艰辛得

出的宝贵经验和科学结论。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资本

主义道路等其他道路都不能担当这样的任务。在当代中国，道路自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被其他形形色色的道路所迷惑、所干扰。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曾经引起国内理论

界的讨论。有些人混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甚至认为“只有民

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看，它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

否定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其本质是试图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实

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走不通，这也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所

得出的结论。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寻求使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和方案。然而，资本主义“老师”不但没有帮助中国“学生”，反而不断欺负“学

生”，导致中国在国门被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长达一个世纪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最终的结果是，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破了产。邓小平指出：“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２］６２

尽管资本主义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就已被宣告破了产，但是资本主义的“幽灵”却常常会来到中

国上空游荡。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并没有

在中国绝迹。特别是当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这股思潮就会抬头，一些人就会怀疑社会

主义道路。道路自觉是相对于道路失觉、道路迷茫而言的，被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资本主义道路所干

扰、所迷惑，就是道路失觉、道路迷茫的表现。缺乏走自己道路的自觉意识，必然导致国家和民族走向灾

难的深渊。因为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没有试错的机会，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可逆性。

因此，我们要始终牢牢绷紧道路自觉这根弦，因为走什么样的道路，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

的福祉，在道路问题上，容不得有丝毫的差错和闪失。

二

理论自觉是对理论认识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这一概念源自费孝通１９９７年提出的“文化自觉”。费
孝通在晚年由对自己的学术反思进而联系并提升到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由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来源和

发展的反思拓展到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

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４］１８８可见，文化自觉是主体

通过对自身文化所进行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探索活动而达到的认知程度。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理论自

觉是文化自觉的基础。参照费孝通对文化自觉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对理论自觉进行定义。所谓理论

自觉，是指我们对理论的产生、形成过程、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向有理性的反思，对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明

确的主体意识，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对自己的理论及其未来发展充满自信。

理论自觉源于对实践的自觉反思和主动探索。实践是认识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也是理论自觉的

物质基础。在感性世界中，人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并在此过程中不

断达到对感性世界的理性认识，再将经过抽象概括的理性认识运用到感性活动中加以检验，最终得到无

限接近事物本质的认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循环过程，体现了理论自觉的鲜明的实践品

质。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自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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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的首要品格。１８４５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
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

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５］５８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首次突破了千百年来思维认识标

准的局限性，确立了实践这个检验和判断真理和谬误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自觉。作为时代产物的理论，一方面体现了对时代的理性把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任何理论都具有时

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它的一些理论不可能为一百多年后

的社会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对变化的实践的不变的自觉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这

是马克思主义面世一百多年来得到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的。

理论自觉，是执政党执政理论觉悟觉醒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

觉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觉悟和理论觉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

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我们夺取了革命、

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的理论自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

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

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６］１５１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人

的精神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的理论从失觉、迷茫走向自觉、自醒。

理论自觉，要求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所谓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下，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然而，当前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落后甚至脱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且充斥堆砌着西方思想流派的学术话语，以貌似创新的新奇的话语掩盖思想内容的

贫乏。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

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

‘中国’印记的。”［７］针对这种现象，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对理论界

提出要求：“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

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首先要有鲜明的坚定的研究立场，在世界观、方法论上要

自觉与西方理论区别开来，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因为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条件和社会状况，所形成的理

论和话语体系主要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尽管中国社会也面临现代化的问

题，但是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在文化传统还是发展条件、社会背景上，都有着巨大

的差异。这样一来，简单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不仅无法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问题，更不用说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正确指导。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要处理

好继承、借鉴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自觉。继承，就是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基因，用甘阳的话说，就是新时代的“通三统”，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９］４６。借

鉴，就是要借鉴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创新，就是要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

创造新的理论和模式，也就是理论研究要做到与时俱进。通过继承、借鉴、创新，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论自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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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龚剑飞：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探索性事业，没有教科书可以遵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参照，没

有既有的经验借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困难新矛盾不断产生，已经形成

的理论不时面临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任务艰巨、充满挑战，不断对理论自

觉、理论创新提出更高在要求。我们的理论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关键还是要看理论自觉实现的

程度和理论创新达到的高度。只有自觉地推动理论的与时俱进，自觉地将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

概括提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理论真正起

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才能实现理论的自信自强。

三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发展的依据、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实践自觉贵在坚持。所谓

实践自觉，是指实践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的对象、过程、环境、目标等有科学的认识，从而以

主动自觉的行为践行理论、坚持道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的践行、道路的坚持，最终

要落实到实践。正如理论有先进和庸俗之分一样，实践也有层次和境界的高低之分。高层次、高境界的

实践是自觉的、自主的，低层次、低境界的实践是失觉的、被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是自觉的、自主

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实

践是检验真理、检验道路的标准，那么，实践自觉也是检验理论自觉、道路自觉的标准。实践自觉是理论

自觉和道路自觉的外化和表现，理论自觉和道路自觉实现的程度和实效，要通过实践自觉才能得到

检验。

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实践的理性自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标志在于它的

实践性，这是马克思哲学区别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点。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后的马克思，把黑格尔

的思辨的、无人身的理性置于社会现实、物质生产活动之中。人的理性的本质性力量不是存在于脱离人

的社会关系和具体历史情境抽象思辨的活动中，而是在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中得到确证。与亚里士多

德和康德将实践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道德活动不同，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确定为最基本的实践，把

它提升到人的生存论的高度，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

活过程”。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相比，马克思的实践理性无疑是一大进步。马克思的实践理性不仅具

有认识论的意义，还具有生存论的高度。在这样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具有实践的自

觉性和自主性。

实践自觉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自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自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觉捕捉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将实践经验及时上升为理论。９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为理

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自觉进

行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实践创新的成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理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

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１０］３２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大业不会停顿、不会止步，

实践中还会不断产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科学规划，不

断破解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不断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

认识，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新的阶段。

实践自觉具有整体性，只有全体人民群众齐心合力，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

理论自觉和道路自觉，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群众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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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实践形成巨大的合力，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综合
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２０１２年经济总量已经突破５０万亿，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和排名表明，我国物质基础

更加雄厚，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有目共睹，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

到，长期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问题也客观存在。我们还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还不高，经济结构还不尽合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

些问题是我们在发展中必须逐一加以解决的，否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问题

既是挑战，也蕴涵着机遇，潜藏着发展的空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也是实践的向导。进一步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进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实践自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习近

平在阐述伟大的“中国梦”时特别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意味深长，振聋发聩。“空谈误国”一词，

源自“清谈误国”，是史家对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流名士崇尚清谈以致亡国的一种贬斥。《资治通鉴》胡三

省注称：“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历史经验表明，空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一种

风气，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关键时刻更应如此。避免过多的无谓争论，用实践来回答问题、解

决争议，于国于民皆有利。实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和先进本色。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

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１］２９６列宁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空谈的害处》，他说：“对革命事业、对劳

动群众的利益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妄图用空谈来掩盖事实。”［１１］１９８毛泽东以诗人的气质豪迈地写道：“多

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干出来

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江泽民警示全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胡锦涛反复强调，要“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正因为坚持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者实践自觉、注重实干的优秀品质，我们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从建立新中国到建设新中国，开启了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十八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进的号角。历史和现实表明，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必须实现相互转化和有机统一，

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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