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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的力作

———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

陶 德 麟

石云霞教授的专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出版 ,

1336 千字 ,以下简称“本书”),是他积 11 年之久潜心研究的结晶 ,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力作。

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作为

中心环节。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 , 同时也

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并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 , 它的深刻性 、广泛

性 、持久性和有效性是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 , 使之成为全党全民的共同财富 , 对我们今

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出版正好

适应了这一需要。

本书有以下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线索 ,以党中央的文献和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为依据 ,以毛泽东思

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 , 以党在各时期各领域思想理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对

象 ,把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作为有机整体 , 全方位 、多视角 、分层次地进行了考察 , 揭示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基本特

点 、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本书在导论中概述了贯串全书的指导思想后 ,以六篇(共 45 章)的篇幅考察了党的思想理论

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一篇论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1949.10-1956);第二篇论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1956-1966);第三篇论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1966-1976);第四篇论

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1976-1992);第五篇论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思想

理论教育(1992-2002.11);第六篇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即新世纪新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2002.11-2006.10)。

每一篇都分别以辟专章和各篇小结的形式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经验 ,全书还附有 10 万

字的大事记。

第二 ,本书把思想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概念作了区分 ,并阐明了两者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外延大

于思想理论教育的外延 ,因为前者还包括了那些日常的 、不采取理论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 , 即使是不采取理论形

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 对它的研究也是一门科学。正如 1987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

《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综合性和

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因此 ,本书论述的内容不限于狭义的“理论”教育 ,而把一切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视野之

中;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目的还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本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两者是统一的。 从上述理解出

发 ,本书阐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包括四个方面:(1)党在各个时期集中进行的重大思想理论教育活动。

(2)贯穿在党的各项重大政治实践活动之中的思想理论教育 , 包括以各种“政治运动”命名的政治实践活动 , 以及粉碎“四

人帮”以来不以“政治运动”命名的各种政治实践活动;(3)各个领域和系统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教育 , 如对工 、农 、兵 、学 、

商各界的思想理论教育 ,对普通高校 、党校 、军校等各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4)贯穿在我们日常思想政治工

作中的理论武装 、理论学习 、理论宣传 、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第三 ,本书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 , 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特点 、经验和规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本书认为 ,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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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统一”上 , 即:政治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和思想理论教育的统一;思想

理论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思想理论教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思想理论教育的革命批判和自我

批判的统一。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即:(1)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内容 ,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进行思想理论教育;(2)从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需要出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教育原则和方法;(3)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 ,坚持方向性 、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4)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的原

则和方法;(5)坚持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教学相长的原则和方法;(6)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

(7)坚持以人为本 , 尊重人 、理解人 、关心人 ,是思想理论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8)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培育“四

有”公民 , 是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最根本的目标要求;(9)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思想理论教育效果的根本标准;(10)坚持党

的领导是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最重要的实现机制和根本保证。

第四 ,本书在写作上贯穿了如下方法论原则:(1)坚持主体性原则和方法。本书在坚持党是教育的主体的前提下 , 进

一步提出了“总体主体”的概念 ,将被教育者自身也当作教育主体 ,这样更能体现出全党全民持久地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生动实践。(2)坚持客观性原则和方法。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 , 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臆想的

原则出发 ,努力做到坚持全面性 、整体性和重点性的统一。(3)坚持历史性原则和方法。把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当作一个

过程来研究 ,用历史的观点即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 , 根据事物的历史发展做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4)力求体现原创性 ,

坚持基础性和最大化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在研究每一个问题时 , 力求挖掘最全面的原始资料 ,用事实说话 ,进而得出具

有普遍性的结论。(5)坚持文献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本书立足于详细占有各种文献资料 ,系统梳理和努力揭示党的

思想理论教育的特点 、经验和规律。

本书的理论创新主要是:(1)以上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及其实践考察 ,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

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特点 、主要经验和规律性的抽象概括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 、深层次的研究 , 都

具有一定的原创性。(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特点和经验的概括 ,特别是对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思想理论教育实践及其特点 ,辟专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研究。(3)集理论 、历史 、现实为一

体 ,将党的政治实践 、理论创新和理论教育统一起来 ,突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历史 ,因而也就是一部思想理论教育

创新和发展的历史。(4)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从总体上进行了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性分析 , 阐述了伟大成

就与不足 ,阐述了面向未来的机遇 、挑战和前瞻性思考 , 等等。

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1)论证视角和思路既不同于一般党史的研究方法 , 也不同于现有的思想政

治教育史和思想理论教育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因而所得出的结论 ,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思想理论教育起某种规范作

用。(2)坚持论从史出 , 立足通过大量的翔实的材料的分析 , 得出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 其内容的丰富性 、范围的广泛

性 、资料的翔实性 、结论的系统性和客观性 、挖掘的深入性等方面 , 都给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东

西。(3)这一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 、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和武装工作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

借鉴意义。

本书作者石云霞教授 2003 年以他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被评为全国第一批百名教学名师之一;2007

年教师节期间 ,他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代表 , 又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他的这本长达

130 多万字的专著 ,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既尊重历史又尊重

实践 ,既立足现实又面对未来 , 既独立思考又博采众长 , 观点正确 , 材料翔实 , 立论新颖 ,表述准确 , 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优良的学风。据我个人眼界所及 , 建国以来还没有出现如此完整地论述

这一课题的论著。我相信这本论著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 为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事业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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