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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探讨》即结合社会主义社会问世以来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
大实践，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上所进行的理论创新，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旗帜，
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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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铁军，1954年生，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行政工作，近些年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北方草原游牧
民族历史的研究，编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国历史》一书；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呼伦贝尔文化
应成为中国的史学命题》一文被多种书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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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第二节 列宁主义的创立破解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课题一、俄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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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一、无产阶级专
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形式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第三部分 马克思
主义永远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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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并根据这一命题对未来的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了预见，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是遥远的将来，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和
实践的基础上，他们不可能完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不可能拿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
方案。
　　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命题。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列宁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宝贵探索
，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新的认识，但因其过早逝世而未能进行更深入的实践，更没
来得及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
新中国，在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鸦片战争以后由一个世界性强国沦落为历史进程缓慢、经济文
化落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虽仍然希望像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特别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太
大了，其中有些问题，比如公有制、计划经济不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而是作为固守社会主义
阵地的原则而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何
走中国特色之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如何走中国特色之路的难度是不同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道路和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
列宁、斯大林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榜样，可是并没有将其经验普遍化。
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不同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
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自然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根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定型。
这就使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固定模式。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探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