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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建与和谐：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思索》旨在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等的
结合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
，力求准确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发展；全面阐述加强党的建设与构建
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阐述党的建设与社会和谐的构建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阐述党的建设
，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和反腐倡廉建设、党领导的统一战
线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和谐社会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完善等，力图
通过这一新的尝试，为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重大课题作一抛砖引玉，以期有更多的理论工
作者加入到这一研究中来，为实现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双促进，为以和谐稳定的环境迎接党的
十八大胜利召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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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演进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美
好理想。
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对此有许多论述，提出过各种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为人类实现美好的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在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逐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为人类文明与进
步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们从变革资本主义社
会的实践需要出发，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性、阶级性特征。
在一定情况下，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客观需要的。
但因此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缺乏对马
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
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研究，或者这方面的思想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产
生以后理论界出现的事情。
因而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似乎与共存、和谐的理想格格不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奋斗的理想，表达了他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抱
负。
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用自我意识去批判当时的宗教制
度，就是他反对封建制度的体现。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则目睹了宗教势力、封建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劳苦大众的摧残，激发了他对旧势力的
憎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中，他痛斥了宗教、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的摧残，并在《谢林论黑格尔》
中指出黑格尔思想中的局限，表现了其对现实的不满。
从此，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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