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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与

加强党的建设

熊 启 珍

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加强党的建设
,

是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
。

保证

党的墓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

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

保证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

执行
,

就必须按照墓本路线的要求建设党
。

为此
,

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党 的 基 本 路

线
,

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

发展生产力与人民根本利益
、

坚持 四项基

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
、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

对外开放与独立 自主
、

坚

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关系
。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

它规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
,

决定着党的建设

的成败
。

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

党的建设发展与否
,

主要取决于是否全面贯彻执

行党的政治路线
。

因此
,

党的建设必须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为主题
,

而不应该游离

这个主题
。

在当前
,

党的建设就是要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
,

以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为主题
。

一方面
,

要在全面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的过程 中推动党的各项建设
; 另一方面

,

党的

各项建设又必须保障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

以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的发展
。

只有这

样
,

党的建设才能得到全面加强
,

才能实现党的建设的根本 目的— 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

一
、

必须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
。

党的基本路线愈能得到全面贯彻执

行
,

党的建设就愈发展
; 反之

,

党的建设就停滞
,

就后退
。

首先
,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巩固党
、

发展党的根本途径
。

党的建设的直接 目的

就是保证党自身在政治上
、

思想上
、

组织上的巩固与发展
。

历史经验表明
,

党只有在全面贯

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实际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
。

1 9 39 年
,

毛泽东在《 `共产 党 人 )发

刊词》一文中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时
,

反复阐述了这个道理
。

他指出
,

党的发展
、

巩固与布 尔

什维克化取决于党是否正确处理了党所面临的政治任务
。

当党正确处理了党所面临的政治任

务时
,

.

党的发展
、

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 , 反之
,

党的发展
、

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

就要后退一步
。

因此
,

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
、

广大群众性的
、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



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

就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

必须正确处理党所面

临的政治任务①
。

杭 日战争时期
,

党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

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总路线的过程中进行自身建设
,

从而使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

在思想建设方面
,

党

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
,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并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合的基础上
` ,

形成了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 ; 在政治建设方面

,

党肃清了
`

左
”

倾关门

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残余
,

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
、

纲领深入每一个党员心中
,

成为全党一

切行动的指针
; 在组织建设方面

,

党从狭隘的小圈子 中走出来
,

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党
,

一个群众性的党
。

党还在执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实际斗争中形成了全新的风格— 三

大作风
。

这一切都表明
,

党的建设向前跨进 了一大步
。

党不仅队伍迅速发展了
,

党还在政治

上
、

思想上
. 、

组织上获得了巩固
,

成为一个空前团结统一的党
。

50 年代初
,

由于党正确贯彻

执行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

正确处理了党所面临的由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任

务
,

也使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

正如毛泽东所言
,

党一旦背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

党的发展
、

巩固便会后退
。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

党曾几度背离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

党的巩固与发展屡受

挫折
。

50 年代末
,

由于党 的领导人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
,

使党的建设脱

离了正轨
,

党 内政治
、

思想
、

组织
、

作风不纯的情况 日益严重
。

80 年代末期
,

由于一度忽视

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使党的建设偏离了正确方向
,

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开始在党内泛滥
,

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渗入党内政治生活
,

以至党 内发生严重的腐败现象
。

党的建设史

一再证明
,

党的巩固与发展
,

正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
党的缩小与后

退
,

党的涣散与削弱则是背离或偏离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

因此
,

当前
, `

我们要全

面推进党的建设
,

就必须强调紧密联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通过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基本路线来促进党的建设的发展
,

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其次
,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措施
。

党的建设的根本出发

点和归宿
,

是保证
、

加强党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
。

影响党的领导的强弱的决定因素

是党的领导正确与否
。

党领导正确
,

党的领导就坚强有力 , 反之
,

则软弱无力
。

从一定意义

上说
,

党的领导就是决策
,

党的领导过程就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
。

因此
,

党的领导正确

与否
,

党的领导的强弱
,

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

并在实践中全 面 贯 彻 执

行
。

历史曾经表明
,

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

并能在实践 中全面贯彻执行
,

党的领导就巩

固
。

党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

或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不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

党的威信

就会下降
,

党的领导就会受到削弱
。

抗日战争开始后
,

由于党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总路线
,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党的威信迅速上升
,

党最终被全国人民公认

为领导核心
。。

70 年代末以来
,

由于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

并在实践中坚持贯彻执行
,

因而使党的领导再度得到巩固与加强
。

而历史上党的影响缩小
,

都是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发生

错误或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被动摇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党能否全面贯彻执行 党 的 基 本

路线
,

党能否正确处理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

影响着党的领导的强弱
,

决定着党的领导的成败
。

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

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

益
。

党只有全面贯彻执行基本路线
,

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

党的领导才能加强
。

党若在

基本路线上发生动摇
,

人民群众不会答应
,

人民群众也就不会拥护党的领导
。

因此
,

在当前
,

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

就必须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 的 基 本 路

线
。

再次
,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是挂败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
,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的根本战略方针
。

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

8。年代中后期

以来
,

西方敌对势力以颠复共产党的领导为突破口
,

一

开始和平演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

对于

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谋略
,

中国共产党早有戒备
。

4介余年来奋党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原则
,

既不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压力所屈服
,

也不为其勺池舍笋所诱惑
,

使西方敌对势力无计可施
。

但

在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 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
,

我们仍然必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
,

必须在党的建设中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一方面
,

我们必须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
,

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比较敏锐地觉察
、

并理直气壮地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

变
。

另一方面
,

我们又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坚定不移地
、

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经济搞上去
,

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

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
,

使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

我们才能最终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
,

才能从根本上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
。

_

总之
,

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建设
,

这就是当前党的建设的正

确方向
。

联系党的政治任务
,

在实践中建设党
,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之一
,

也是它的优点

之一
。

民主革命时期
,

党密切联系自己的政治任务
,

在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过

程中建设党
,

发展了党
、

巩固了党
。

在社会主又初级阶段
,

党必须密切联系党的一个中心两

个基本点的政治任务
,

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进行自身建设
。

,

只有这样
,

才

能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目标— 把党建设成
“
思想上更加统一

,

政治上更加坚强
,

组织上更

加巩固的党
”

②
。

离开党的政治任务
,

离开党的基本路线
` 党的建设就失去了正确方向

,

党的

建设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加强
。

二
、

党的建设必须保证墓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

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实现

党的纲领
。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纲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体现
。

因此
,

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

党的建设及其它一切工作
,

就是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

离开了这个根本

任务
,

党的建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

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

就必须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

为此
,

在当前
,

党的建设必须着重注意下列几点
。

第一
,

在思想建设中
,

必须强调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保证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的思想基础
。

党的基本路线规定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建设富强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未来半个多世纪里
,

党实现

这一目标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

党的基本路线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会遇到困难
。

因

此
,

全党
,

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确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

只有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

才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

不气馁
、
不犹豫

、

不动摇
,

才能 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又一思想基础
。

党的基本路线是实

事求是的产物
。

因此
,

只有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

才能正确地理解它
,

全面把握它
,

也才能

在实践中全面贯彻执行它
。

同时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

虽然我们

已经总结了一些最基本的经验
,

但有许多问题仍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

因此
,

我们必须以积极

讲取
、

大胆开拓的精神去
一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只有如此
,

我们才能继续前进
、

继续发展
。



此外
,

由于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存在很大的异差性
,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刀切
。

因此
,

共

产党员应该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
,

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切不可以为有了基

本路线
,

一切只需照套便万事大吉
。

这种只知照套的思想实则是毛泽东早在 30 年代就批评了

的
“

本本主义
” 。

这种思想的存在只会防碍党的墓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

总之
,

共产党员必

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第二
,

在政治建设中
,

必须强调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

用党的基本路线统一全党的行动
。

党的基本路线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绳
。

因此
,

每个党员应该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

切不

可忘记 了党的基本路线
,

而仅记住了党的个别的路线或个别的方针政策
。

如果仅仅记住了个

别路线或个别的方针政策
,

就不可能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对于这一点
,

毛泽东早在
1 9 4 8年就健碱过全党

。

他说
:

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 “

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

具体政策的时候
,

就会迷失方向
,

就会左右摇摆
”③

。

为了统一全党的行动
,

一方面
,

应要求每

一个党员全面理解党的基本路线
,

使全党在基本路线的认识上达到一致
,

增强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 另一方面

,

必须加强监督检查
,

严肃政治纪律
。

第三
,

在组织建设中
,

必须强调把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成效
,

作为考核党组织

建设的成绩和考查千部政绩的基本依据
。

如前所述
,

党的建设的发展与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

治路线是成正比例的
。

` 般来说
,

哪里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
, 经济工作搞得好

,

改革

开放有生气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哪里的党组织就巩固
,

党的领导就坚强有力
。

而党的建设

落后的地区
,

究其落后的原因
,

则正是由于没有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因此
,

衡量一

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党的建设是否有成绩
,

党组织是杏有战斗力
,

衡量一个干部是否有成绩或

成绩大小
,

主要应依据是否全面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及其实际效果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

组织的角度保证
、

推动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

第四
,

在作风建设中
,

必须强调发扬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

开

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的必要措施
。

因此
,

我们应该提倡拿起

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武器
,

对于一切偏离
、

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行为进行斗争
。

从根本上说
,

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必须依靠全体人民
。

离开了人民群众
,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一句空话
。

因此
,

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宗旨
,

坚持群众路线
,

紧紧依靠群众
,

不能脱离群

众
。

第五
,

党的领导必须注意纠正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的偏差
,

做到反
“

左
”

与防

右的统一
。

由于多种原因
,

党的基本路线在贯彻执行时
,

难免会 出现一些偏差
。

因此
,

党的

领导必须要注意纠正错误倾向
,

及时校正航向
。

在社会主义时期
,

由于
“

左
”
的错误思想根深

蒂固
,

因此
,

要始终注意反对
“

左
”

的倾向
。 `

但同时必须警惕右的错误倾向
。

反对错误倾向必须

实事求是
,

有
“

左
”

反左
,

有右反右
;
错误到什么程度

,

就纠正到什么程度
,

矫枉不能过正
。

总之
,

党的思想
、

政治
、

组织
、

作风都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建设
,

都要按照基本路

线的要求进行建设
。

只有这样
,

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
。

三
、

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
,

是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
。

只有对

基本路线有全面正确的理解
,

党的建设才能密切联系基本路线
,

而不脱离基本路线 ,
一

.

才能紧

紧围绕基本路线
,

而不偏离基本路线
。

全窗睡解党的基本路线
,

就是从总体上把握党的基本



路线
,

正确理解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及其它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

第一
,

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是基本路线的核

心内容之一
,

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
。

我们一定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
“

这个根本环节

不放松
,

除非打世界战争
,

即使打世界战争
,

打完了还搞建设
”

④
。

如果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
,

就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
。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必须注意摆正阶级斗争的位置
。

对于

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
,

既不能忽视
,

也不能夸大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摆正阶级斗争的位置

是一致的
。

二者建立在对 国内阶级状况及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

社会主义制度

确立之后
,

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已基本被消灭
,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

本结束
,

阶级斗争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
。

因此
,

毫无疑问
,

党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

因此
,

党又要正视阶级斗争
。

正视阶级斗争不是要搞以阶

级斗争为纲
,

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代替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绝不能重犯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
。

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

同时摆正阶级斗争的位置
,

这就是对基本路线的正确理解
。

第二
,

必须正确认识发展生产力与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

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

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
,

共同

走社会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

是党的基本路线所包含的两

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

一方面
,

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社会进步
、

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 高度发达的生产

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

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

因此
,

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始终以

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
。

另一方面
,

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解决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断满足全体

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 也只有满足了全体劳动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

活需要
,

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
,

社会主义社会也才能不断进步
、

发达
。

因此
,

发展生产力必

须围绕满足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进行
,

必须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
。

离开这个根本 目的或忘记了这个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

它就偏离了党的

基本路线
。

第三
,

必须正确把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内在联系
。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

立国之本
,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
。

二者相互依存
,

缺一不可
,

不能以一点否认另一点
。

两个基本点是内在统一的
。

它们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

二者都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

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

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

改革开

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活力
,

更有成效
,

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

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不是抱残守缺
、

不思进取 , 而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坚持

改革开放也不是打碎原来的基本制度重建
,

不是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

而是要在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开放
。

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共同目的是要使我国的社会主 义 不 断 完

善
、

巩固和发展
。

我们必须全面把握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

尤其要深刻认识二者之间的内在

联系
。

否则
,

就会离开党的基本路线
。

前几年
,

我们曾一度忽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究其

思想上认识上的根源
,

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二者的关系
,

没有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

系这个本质
。

在一部分党的千部中
,

存在着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影响改革开放
,

搞改

革开放就会影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认识
。

这种错误认识正是容易在两个基本点之间摇

摆的主要原因
。

如果不清除这种认识
,

则很容易出现缩手缩脚
,

不敢大胆改革开放的另一 种

现象
。

因此
,

我们必须强调把握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
,

反对把两个基本点孤立起来
,

对立



起来的错误观点和主张
。

第四
,

必须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的关系
。

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相
.

互依存
,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
,

这是两个文明之间及两个

文明建设之间的正确关系
。

两个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的关系必然要求二者协调发展
。

两个文明

建设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
,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之一
,

是基本路线的应有之

义
。

因此
,

我们必须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
,

即以物质文 明建设促进精神文 明建设
,

以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物质 文明建设
,

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

无论忽视物质文明建设
,

还是忽视精

神文明建设都是错误的
、

片面的
,

都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
。

前几年
,

我们比较重视物质文明建

设
,

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
。

对于许多思想上
、

理论上的间题没有进行认真 的
、

深入的研究
,

对于青年人十分敏感的理想
、

前途等问题没有给予及时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的回答
; 当青

年们热衷于西方文化学术著作时
,

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
,
在庸俗读物

、

黄色音象泛滥时未采

取有力措施
: ,

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
,

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

我们应该吸取这一

惨痛的教训
,

深刻认识两个文明建设 的内在联系
,

摆正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

使两个文明建

设协调发展
` ,

第五
,

必须正确理解对外开放与独立 自主相统一的关系
。

开放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
,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
。

独立自主是我们革命胜利
,

建国成功的基本经验
,

是我们

的立足点
。

对外开放就是要吸收 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的文明成果
,

学习一切于我们有益的经

验
。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远的指导方针
,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
。

独立 自主从根本上说
,

就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

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

走出一条适合本国

特点的正确道路
。

无论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我们都要坚持
“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

办
,

要依靠中国人 自己的力量来办
”

的方针⑤
。

对外开放与独立 自主是统一的
、

一致的
。

二者

共同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迅速
、

健康的发展
。

对外开放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别国

的经验
,

而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

去学习
、

运用外国的经验
。

独立自主更不是闭关锁国
、

与世隔离
,

而是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

总之
,

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与独

立自主统一起来
,

既以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
,

又立足本国
、

实事求是
。

第六
,

必须正确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的关系
。

党的领导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之一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
。

一方面
,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

质特征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

社会主义民主也才

能得到充分发展
。

因此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
,

而不是摆脱党的领导
。

另一方面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党的任务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 , 社会

主义民主的充分发展
,

无疑也将促进党的领导的改善和加强
。

因此
,

坚持党的领导必然要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而不是拒绝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只有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坚持党的领

导统一起来
,

才正确地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

把二者割裂开来
、

对立起来
,

反对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
,

或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借口否定
、

削弱党的领导
,

无疑都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
。

总之
,

只有正确理解了上述基本路线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

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它

的实质
,

党的建设才能不游离基本路线
,

党才能切实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加强 自身建设
,

党

也才能被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坚强的核心力量
。

(下转第 11 页 )



败的实践可以说是对这个思想原则的至理性的又一次有力验证
。

新时期以来
,

尤其是80 年代中期以后
,

曾有一些意作
“

先锋
”

的探索者
,

极力 想 以某 种
“

硬搬
”

方式制造
“

新
”

作
,

以趋附世界
“

新潮
” 。

可是 由于脱离国情
、

脱离本土文化根基
,

离脱

本国广大百姓的欣尝习惯
,

结果
,

这样的文学只能在极小的文化圈子内孤独地徘徊
,

始终难

以获得众多的接受者
。

探索中的这种曲折
,

不得不使
“

先锋
”

者们重新思索
,

走出
“

死胡同
”

摆

脱孤独的困境
,

当然
,

还会从中获得清醒的自觉
。

确实
,

当我们真正做到对外来文化的融合

与超越
,

真正着意于创造具有当代色彩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
,

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获得

新时代的广大读者
,

也才能与世界文学获得沟通
。

新时期文学 10 多年的发展证明
,

中国文学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保持着勃发的生命力
,

中国

文学能以自己鲜 明的特色走向世界
,

贡献于人类
,

能否自觉地坚持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精髓
,

是个关键问题
。

诚然
,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
,

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

自然会有某

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

所以
,

必须随着新的历史实践继续丰富
、

补充和发展
。

但它那基本

的思想原则则是永恒的
,

是文学生命的永恒火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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