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学者畅谈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体会

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让马克思主义说汉
语，展示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现
代、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在觉醒的建党年代里，随着陈
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中国最早
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原来
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来
到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古
老中华大地，让马克思主义开始讲
汉语，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
国化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征程。从
此，真理的味道，信仰之源，开启了
中华大地的星火燎原。百年来，在
坚定的科学信仰中，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
产党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法宝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艰辛探索，勇于创新，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立党
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作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
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开创的、以江泽民、胡锦涛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
的飞跃；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
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全面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
程，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的伟业。我国正在
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国家制度的治
理效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式，
国家的建设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没
有先例可循，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话
语、自己的学派、自己的风格来表

达，需要走出自己的探索，对时代
的世情、国情、民情有着充分的把
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互相
激荡，谋划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如何在一个复杂、多元、深
刻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推进社会主
义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拿来为
我所用，我们走出的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有其自身的原创价值，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借鉴，因而具有了世
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
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高
地”。党在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表
明，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发展而发
展，在中国化中落地生根、在本土
化中深入人心。《决议》精辟地概括
道：“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
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
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只要我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
结合，赓续传统，守正创新，就一定
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
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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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
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听后特别有体会。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
的百年发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过程，可以归为一个
核心能动者（中国共产党）、交织
了三重逻辑（革命逻辑、现代化
逻辑、民族复兴逻辑），形塑了三
个发展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三重逻辑交织在一起，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展
在空间上表现为时态分殊，在时
间上表现为时态叠加，每一个发
展阶段都有一个逻辑在主导，形
塑国家发展的主要性质。

不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毛泽
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近代
中国任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初步建
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
度，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在这
一过程中，革命的逻辑起到了主
导作用。经过斗争, 失败, 再斗
争, 再失败, 长时期坚持不懈的
斗争，经验丰富起来了。特别是
毛泽东思想的出现，将马克思主
义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
秉持对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积极
进行全面规划。党在八大指出
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人
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
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
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
盾”。纵观这段历史，中国共产
党迅速成长为一个有能力领导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
政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个新时期，
其历史使命就是谋求民富裕。
1978 年 12 月召开十一届三中
全会，会议认为，全党工作重点
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通过这次会议，中国
共产党确立相当一段时期的现
代化目标，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
新的未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
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伟大转变”就是旨在使中国
由贫而富。在现代化逻辑的主
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上逐步进
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1992 到1997 年，中国经
济发展速率以两位数增长，经济
实力大为增强，2000 年中国已是
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 跃升世
界第三，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
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取得了巨大的
增长，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
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
果。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
人民总体上“富起来”了。

2012年后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开始提出
强起来的发展目标，其背后起主
导作用的是民族复兴逻辑。站
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共产
党在2017年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将核心目标从“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上升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它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国家历史使命的第
三阶段图景中，将领导中国“成
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
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站在“强起来”的时代节
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必然选择。党将人
民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力量源泉，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共同参与到民族复兴
的伟大事业中。在这一阶段，
新一届党中央保持着革命的底
色。党通过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主题教育，深化党的自
我革命机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能动
者，始终是百年历史三阶段的引
领者。党的能动者作用体现在
其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在国家
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
挑战的能力，可以应对不同的历
史环境并不断做出调整，但党始
终做到革命初心如磐，现代化指
向明确，民族复兴使命在肩，三
重逻辑交织在一起，终于开创了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为深入学习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复旦文科科研处策划和组织了“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家谈”活动，这也是复旦哲学社
会科学界研究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专题活动之一。本期校报刊登高国希、孟建、贺东航三位学者的学习体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发出动员令、吹响集结号，
为凝聚党心民心、开启新时代新
征程，注入了活力与动力。我们
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百
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前行的智慧与
力量，牢记“国之大者”，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

当下，媒介化社会的进程正以迅
不可挡之势飞速发展，它使人们
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既是
一场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一
场人类精神交往的伟大革命。人
类向数字化时代、网络化时代的
全面迁徙，是一个时代性的人类
重大研究命题。身处这场巨大变
革中的新闻传播学科，如何回应
时代的呼唤，如何承担时代的重
任，是我们每位新闻传播学教师
必须思考的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议》中专门提到“我国国
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重大
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
月31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
一讲话，明确了我国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为做好新
时代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依据。我们深知，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之难，是因为国际传播要在
跨国界、跨政体、跨文化、跨语言的

“四跨”复杂国际环境中予以实
现。为了彻底改变“西强我弱”的
国际传播格局，按照党中央的重大
部署，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国际传播
体系建设。这既是新闻传播学科
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新闻传播学
科难得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
国的国际传播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是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
更大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国际
传播为我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创
造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这一
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从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角度来审视新闻传播
学科建设,其特殊的价值是显而易
见的。我们面对中央对国际传播
建设的新要求，要努力重构国际
传播格局、重整国际传播流程、重
塑国际传播业务。我们完全有理
由深信，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
必将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文化感
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
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四力俱
佳的崭新国际舆论环境。

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
高国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角度审视新闻传播学科
孟建 新闻学院教授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贺东航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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