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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演变、 问题及启示∗

韩梦洁　 洪晓楠

[摘　 要]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 萌芽于近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 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中, 锻造于开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 发展于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

化模式。 然而, 斯大林去世后, 苏共领导人逐渐丧失理想信念, 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错误路线, 导致

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了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最终走向终结。 反思苏联理想信念教育的历

史教训,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原则; 立足于中华民族自信, 传承理想

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红色基因; 坚持实事求是, 开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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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 但是, 这

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 而是现实中的人, 也就是说, 这些个

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 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

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或 “精神制度”, 特定的理想信念在人们的社会

实践中生成并通过教育手段普及化、 社会化, 进而广泛地指导人们的能动性实践; 而社会实

践反过来又推动现有的 “精神制度” 及其教育模式朝着人们意愿的方向发生变革。 这就是理

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动态过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成败, 决定着社

会主义事业的兴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始终是共

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

一、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确立与巩固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 萌芽于近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 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

·08·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21VSZ103) 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151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年, 第 15 页。

∗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演变、 问题及启示

动中, 锻造于开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 发展于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苏

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

(一)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萌芽

19 世纪上半期, 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工业革命时, 俄国仍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与

沙皇的高压统治下。 1875 年, 俄国第一个工人组织 “南俄工人协会” 成立, 其宗旨是 “宣传工

人从资本及特权阶级压迫下解放的思想”①。 1883 年, 普列汉诺夫创办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组织———劳动解放社, 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然而, 劳动解放社并没有把社会

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列宁高度重视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

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②。 1895 年, 列宁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一方

面开展群众性的政治鼓动工作, 另一方面组织并领导罢工运动。 1898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

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尝试建立统一的党组织, 但因沙皇政府的阻挠而遭遇挫折。 列宁于 1900 年

在境外创刊 《火星报》, 他认为,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 而且是集体的组

织者”③, “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 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④。

在这一时期, 俄国存在着多种思想流派, 尚未形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 尽管如此,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家不畏困难, 与各种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不仅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研究, 还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开展群众的思想教育, 为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

度化准备了思想基础与实践条件。

(二)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确立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主体, 而政党的组织建设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开

启的标志。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按照列宁提出的思想和组织原则

建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自此, “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 一种政党而存

在”⑤。 在理论上, 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本质, 强调 “无产阶级在争

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以外, 没有别的武器”⑥。 党小组或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发挥

着党联系群众并开展鼓动、 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作用。 “如果说, 党小组是一种政党在初创

时的自觉实践, 那么建立党支部就应该是一种有组织、 有领导的活动”⑦。
列宁号召要在实践上重视思想教育宣传, 要求 “在各地组织演讲会、 座谈会、 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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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集会”, “关心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 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
茶馆、 酒馆、 图书馆、 阅览室、 蒂尔等等”, “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

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①。 通过积极的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 布尔什维克在军队

中建立党小组, 向他们提供秘密书刊, 军队里党组织的活动为后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

做了组织准备, 而列宁将党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起来, 为党在军队和地方保存了实力②。
列宁思想指引着俄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四月提纲》 指出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 《国家与革命》 提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式, 《布尔什维克必须夺

取政权》 明确武装起义的紧迫性,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拟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

和措施。 列宁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功能,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

合, 在列宁领导下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 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 列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为苏联

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列宁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提

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 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在列宁的建议下, 俄共 (布) 中央大

规模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并建立了中央直辖党校与各级地方党校。 他指出, “我们要培养

一支新的教育大军, 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 贯彻党的精神, 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

结在自己周围, 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 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③, “任何一个代

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 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④。 列宁注重思

想教育与实践的结合, 指出 “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

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谁要是对宣传仍作旧的理解, 那他就落后

了, 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⑤。
1918 年, 根据列宁的倡议, 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 其任务是制订教学大纲, 撰写社

会科学各门课程的讲稿, 准备对社会科学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 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等。 1920 年, 苏俄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1930 年改

称为群众工作处)。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总局级机构, 在行政上和组织上归

它领导, 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内容的问题上则直接归俄共 (布) 中央领导。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统一和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 领导群众性的成人共产主义教育 (扫除文盲、 学

校、 俱乐部、 图书馆、 农村阅览室) 以及党的教育 (共产主义大学、 党校)”⑥。 1921 年, 列宁

签署法令 《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 以此来培养苏维埃知识分子。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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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俄共 (布) 逐步建立起以共产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教育体系, 奠定了苏联理想信念教育

制度化的基础。
(三)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巩固

列宁逝世后, 面对党内思想纷争, 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 强调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确切些说, 列宁主义一

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 面对 “一国能否建成

社会主义” 的怀疑论, 他指出, “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 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 工人群

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 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 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

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 明知不能建成, 谁还愿意去建设呢? 所以, 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

途, 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②。 他坚定地宣称, “我们

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③。 这

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并赋予他们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胜信念, 进而把

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苏联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五年计划”, 以极富

吸引力的发展目标激励人民, 使人们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身于 “社会主义竞赛”, 自愿参加 “共
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榜样。 在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下, 苏联共产党

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在学术领域, 斯大林确立共产主义科学院 (原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 为苏联的科研工作计

划中心, 负责协调全国范围的教育科研工作, 并由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具体调配, 确保对意识形

态工作的领导权威。 在文学艺术上, 解散 “拉普”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及其他文艺团

体, 成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艺术协会。 在组织管理上, 把中央文化宣传部扩大

为五个部门, 领导思想文化教育的宣传鼓动工作, 并掌握报刊、 学校、 科学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

领导权。 在教育体系上, 建立完备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体系, 联共 (布) 党史、 马克思列宁主

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马列主义基本课程; 基础教育大力开展党史教育、 爱

国主义教育、 无神论教育等; 各级宣传机构在社会范围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斯大林强调,
“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 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 并在斗

争中领导他们”④。 “政治学校、 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 共产主义大学。 这也是一种机关, 党依

靠它们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 让他们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会主义的种

子, 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 从而把党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联系起来……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条战

线上加紧努力, 加紧培养和训练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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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 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 “必须使党特别是党

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①。 同时, 斯大林要求

共青团积极分子要 “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 “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

们的理论学习 ( ‘研究列宁主义’) 结合起来, 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

主义工作……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 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

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②。 在

政府机关、 学校、 企业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中, 党支部、 工会、 共青团、 少年先锋队等党团组织

始终从事着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例如, 工会组织专门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和优

秀生产者陈列橱, 展示优秀人物的相片及其成就; 共青团开展以追忆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事迹

为主题的各种活动; 少年先锋队积极参加以社会实践、 生产劳动和文艺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宣

传活动等。 这种党团活动机制形成于列宁时期, 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发展并兴盛起来, 发挥着广泛

而深刻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二、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失效与终结

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 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及对共产党自我完善历史

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逻辑的遵照。 然而斯大林去世后, 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 苏联

业已巩固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历经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及由此掀开的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 “民主化” “公开性” 改革, 最终

走向终结。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不但未能推动苏联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发展与完善, 反而违

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决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目标是迈向共产主义。 然而, 赫鲁晓夫上台后, “打起了超阶级的

人道主义的旗帜, 提出 ‘一切为了人, 一切为了人的幸福’ 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 用人道主义

的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③。 更为严重的是, 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鼓吹 “全民党” “全民国家” 理论, 宣称苏共已成为 “全民的政治组织”,
苏联已变成 “全民国家”, 否认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 可以说, “赫鲁晓夫对马克

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经历了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 最终背离的过程”④。 然而, 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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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斯大林选集》 (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312 页。
《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第 205 页。
曹长盛、 张捷、 樊建新主编: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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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理论却成为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政策依据和思想指导。 苏共二十大以后, 苏联哲学

界围绕代表大会提出的新思路、 新观点,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层面进行阐释, 并把研究成果贯

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之中。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 虽然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纠正, 但在关于斯大林评价等关

键问题上仍延续赫鲁晓夫时期的论调, 并强调继承苏共二十大确立的理论方针, 甚至把 “全民

党” “全民国家” 等错误理论写入苏联宪法。 勃列日涅夫无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实际问

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日益发展成为封闭、 僵化的教条, 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

义的信仰也成为时常挂在口头的空话套话, 这助长了整个社会中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风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更进一步强化了人道主义思想。 1988 年, 苏共提出建设 “人道的、 民主

的社会主义” 改革目标, 强力推动 “公开性、 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的多元化”, 这标志着苏联共

产党理想信念已发生根本转变。 与此相应, 戈尔巴乔夫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改革。 例

如,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及其条例草案, 调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体系, 把 《苏共党史》 改为 《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史》, 把 《科学共产主义》 改为 《现代社会

主义问题》, 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改为 《哲学》, 把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 改为

《伦理学和美学原理》, 淡化这些课程的意识形态色彩①。 1990 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 《走向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 纲领性文件, 正式把建立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

动纲领, 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彻底颠覆了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二) 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 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应当是厘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

络, 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传承, 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

历史自信。 而苏联共产党历届政权更迭的非常态化、 苏共党内派系争斗的惯习化、 苏共领导人理

论素养的严重缺失, 都是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历史逻辑的表现。 斯大林去世后,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 “秘密报告” 中全面否定斯大林, 在苏联社会上掀起大规模的反

斯大林运动。 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 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和理想信念的动摇。
以此为突破口, 赫鲁晓夫放松意识形态监管, 借助文学艺术领域的 “解冻思潮”, 全盘否定斯大

林, 企图建立对他的新崇拜。 然而, 否定斯大林, 不仅否定了苏联取得的历史成就, 严重损害了

苏共形象, 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而且冲击了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

观, 导致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 “掘墓人”。 赫鲁晓夫开启的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 历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盛行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了一场

以揭露 “历史黑暗面” 为主题的历史反思运动, 广播、 电视、 电影、 报纸、 杂志、 书籍, 乃至

学术会议、 课堂、 教研室活动, 都被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 1988
年, 苏联教育部门要求销毁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教科书, 并取消历史科目考试。 1990 年,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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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 出台, 取消审查制度, 推行媒体自由化。 到苏联解体前, 在办过登记

手续的报刊中, 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 1. 5% ①, 苏共彻底失去了理想信念教育的舆论阵地和话语

权。 社会上出现的大量非正式组织, 大多宣传资产阶级 “民主” 和 “人道主义” 思想, 煽动民

众情绪, 操纵着各种集会、 游行、 示威、 罢工、 罢课运动以及民族冲突等。 当时苏联出现

2000—3000 个政党, 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 20 个, 共和国一级的政党 500 多个②。 形形色色的党

派活动, 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 整个社会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气氛。 苏共领导人否定十月

革命, 否定苏联历史, 否定列宁与斯大林, 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三) 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推动

社会主义实践沿着科学发展轨道前进, 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然而,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

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均陷入 “超前” 判断的悖论, 忽视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 把理

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成为脱离现实基础的 “空中楼阁”。 赫鲁晓夫在 1959 年宣称苏联已进入

“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 1961 年又提出 “2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目标, 称

“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③。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宣称苏联已建成 “发达

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指出, “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后, 社会上已不再有敌对阶级和阶级

斗争, 社会各阶级、 集团逐渐靠近, 克服它们之间的差别, 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 ‘思想政治

上的一致’ 已经巩固, 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 ‘单一的社会’”④。 此后, 苏联各级党校在重点开

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 要求学员着重掌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在 70 年代, 苏

联社会所有阶级和社会集团互相接近的过程继续下来了。 这是一个客观的、 而绝不是自发的过

程。 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们不分阶级的社

会”⑤。 然而, 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这一理论并没有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应有的思想武器。 相反, 这种超前发展的理念误导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
造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认知, 严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风气, 导致苏共理想信念教

育并不能深入民心, 人们对理想信念产生怀疑甚至抵制情绪。 20 世纪 70 年代, 苏联社会普遍存

在 “言行不一” 的 “双面人” 现象与日益增多的 “持不同政见者”, 为制度崩溃提供了社会基

础、 “思想源泉” 与 “人才储备”。 当戈尔巴乔夫采取一系列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的措施时, 在党

内外几乎未遭遇太大阻力。 可见, 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超越实际的判断, 与社

会主义发展现实相距甚远, 以这种判断为依据制定的理想信念教育措施, 缺乏列宁与斯大林时期

的实践基础, 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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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慎明: 《苏联亡党亡国 20 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 (上)》,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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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启示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就会土崩瓦解。”① 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变的历史教训, 是值得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反思的。 当前,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异常严峻, 局部矛盾冲突不断, 其背

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国家博弈与意识形态较量。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我们要时刻保持

警惕, 守住理想信念教育防线, 因为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政治动荡、
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

守住”②。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原则

强基固本, 守正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苏联解体、 苏共垮台……没什么人出来抗

争。 什么原因? 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③。 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理论逻辑的教

训表明, 共产党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并根据国内外变化了的情况不断进行理

论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100 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

理想, 科学构筑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体系, 不断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机制, 多措并举地推

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坚持不懈地推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 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

理论创新, 彰显出非凡的理论修养、 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及纵览全局的治国理政智慧。 “中
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④ 在理想信

念教育制度化中,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

成功经验。
(二) 立足于中华民族自信, 传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红色基因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 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国内外掀起一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

宁, 全盘否定斯大林, 否定十月革命道路, 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

政治思潮。 戈尔巴乔夫甚至认为, “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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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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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却在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 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 这是一个错误”①。 当社会出

现问题时, 苏共领导层不寻求解决问题, 反而转向历史问责、 自我戕害, 并对西方价值观顶礼膜

拜。 当前, “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 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 竭尽攻击、 丑化、
污蔑之能事, 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②。
中国共产党坚定中华民族自信,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锤炼中完成了制度化选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探索中始终坚持制度化方向, 加强 “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等制

度化学习, 引导全党全社会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做到 “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不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赓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 推动理想信念

教育制度化发展, 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三) 坚持实事求是, 开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国道路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变违背实践逻辑, 逐渐脱

离人民群众, 脱离社会发展现实。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

是, 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 致力于破解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 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提供

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夯实人民幸福生

活的物质条件, 促进物的全面丰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拓于中国人民的共同奋

斗, 扎根于中华大地, 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宁的正确道路。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取

得的巨大成就,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力、 号召

力与执行力, 进一步奠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基础。

(韩梦洁系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洪晓楠系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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