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0卷 第3期

2019年5月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JOURNALOFCHANG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20No.3
May2019

十九大报告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解读
———基于 《共产党宣言》的视角

冉育彭

摘 要:1848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首次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做出了完整系统而又简洁凝练的表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宣言书。认真研读和考察这两份相隔近

170年的文献,可以发现 《共产党宣言》是十九大报告的理论内核和理论源头,十九大

报告是对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从 《共产党宣言》的角度来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既有利于挖掘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

价值,也有利于彰显十九大报告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重大意义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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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 《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以下简称 “十九大报告”)。十

九大报告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入

新时代的宣言书。一年多来,各行各业在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和研究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

了不少成果。但目前来看,还鲜有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理论源头,即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的角度来对照探究十九大报告的成果。如文魁主要从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根本宗旨

及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做了比较探讨[1];邵光学从指导思想、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增进民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对两者做了比较简

单的论述[2];刘吕红主要从理论溯源方面对十九大报告的 “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做了比较研

究[3]。但他们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来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

整体性视角对十九大报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

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在

学习过程中一定要 “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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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4]25-26。基于这样的精神和原则,本文试从 《宣言》的

角度对十九大报告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解读,这样既有利于挖掘 《宣言》的当代价

值,坚定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十九大报告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动纲

领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一、何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特性。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才能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和阐

释。张雷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表现为三种形式,即逻辑整体性、历史整体性和方法整体

性[5];赵家祥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来源、理论体系的内容、历史发展过程及

经典著作的实际情况等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进行了阐释[6];顾钰民则主要从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的构成及相互关系方面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7];梁树发从马克思主义整体

性问题的产生、内涵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定义、结构和表现形态、发展阶段、方法论及学科建设

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8];张耀灿等主要从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及科学结构及其内在联

系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了阐释[9]。纵观以上观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整体

性进行阐释和说明,但其中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统一。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

体。”[10]列宁对 《宣言》也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

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

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

论。”[11]416同时,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 “完备而严密”,是 “完整的世界观”。鉴于这些观点,我

们可以得出,《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其整体性体现在:一是方法论的整体

性,即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内容

体系的整体性,《宣言》含涉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

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原理;三是主题和旨趣的整体性,即促成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

“自由人的联合体”。《宣言》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宏伟大厦的一个缩影,它完备而严密,是

完整的世界观。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以上 《宣言》所揭示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论的角度来

对十九大报告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解读,以挖掘其当代价值,并进而揭示十九大报告

的重大意义。

二、十九大报告体现的 《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分析

(一)十九大报告的 “主要矛盾转化”和 “伟大斗争”思想来源于 《宣言》的 “阶级和阶级

斗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是 《宣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是始终贯穿 《宣言》的一

条红线。《宣言》在其第一部分 “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开头即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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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2]27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自

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得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存在的科学事实,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从而把人类历史的演进奠定

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上,为人类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提供了一条明晰的线索。对

此,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做了清晰的谦逊的说明,“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

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

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

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3]。列宁对马克思的

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

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1]426。

《宣言》始终贯穿了马克思的这一 “阶级斗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

论,从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出发,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产生、成熟、兴盛到最

后衰亡的不可逆转的事实。这种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运动机制而非抽象逻辑概念出发展开的辩

证批判,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

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就说明了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现象,从而揭穿了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家把资本主义当做永恒的神话和 “历史的终结”的谎言。这样的现实的矛盾运

动,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

级,争得民主,进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来达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阶级对立的消失创造条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是 《宣言》

阐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和价值追求。

《宣言》的这一 “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为十九大报告的 “主要矛盾转化”和 “伟大斗争”

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了,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

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经济社会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但报告同时提到,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4]12。在新时代,我们

仍然要牢牢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新时代我国 “主要矛盾转化”思想的判断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在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

下,我国到底还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自新中国完成 “三大改

造”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应该就是比较明确的了。1957年,刘少奇就在 《如何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指出:“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

说基本上解决了。”“那么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 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

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15]应该说,这样的判断是符合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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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大精神的肯定和执行。但后来随着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 “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八大的

正确方针和路线没有得到执行,最后导致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阶级路线,并最终导致

了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迅速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并对社会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

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

下还有可能激化。”[16]2017年新修改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重申了 “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17]的论断。二是在如今以和平

和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要不要继续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及分析方法? 对于这个问

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

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而且,

十九大报告还用 “五个坚决”论述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勉励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要 “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14]15-16。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他说:“我国曾经有过政

治挂帅、搞 ‘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

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18]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特征

就是阶级立场、人民立场。所以,即使在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共产党人的阶

级立场是时刻也不能丢掉和忘记的,“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

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19]。所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仍然不能忽视阶级斗

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在一定条件下激化的可能性,仍然要坚持 《宣言》里 “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矛盾分析方法来看待问题,明辨是非。

(二)十九大报告的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使命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 《宣言》

“两个必然”思想的现实回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 《宣言》里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从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中,

厘清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揭穿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非历史性的虚假意识形态的含情脉

脉的外表,击溃了资本主义 “对超凡理性自鸣得意的信任”[20]14。经过理性地和历史地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的回溯和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的结论,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

物”[12]29。资产阶级并非一个永恒的神话和一劳永逸的固有物,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发展

的过程。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的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发展而来的。所以,马

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二重性的批判中,对所谓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崇拜进行了合理地解

构,最后得出科学的历史的结论,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

更”[12]42。在对资本主义二重性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的矛盾运动机制出发,把资本

主义看成是一个合理的矛盾的存在,这样的辩证批判,就绝不是 “一个简单的政治判决,而是蕴

含着系列复杂逻辑分析与理论解剖于一体的辩证过程”[21]。因此,资本主义也绝不是一无是处,

相反,“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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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用夸耀的语言对之进行

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

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32。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机制中,却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本

身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规律,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

盾,即它的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运动最终使得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

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从而造

成了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2]33。这种矛盾运动

的最后辩证法就是使得资产阶级 “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

社会相容了”。“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

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

避免的。”[12]40 《宣言》正是以唯物史观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机制,得出

了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那就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必将为未

来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对此,英国当代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说得好,他说:“虽然许多社会制

度都喜欢用 ‘不朽的神话来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

终。……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 ‘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

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20]3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 《宣言》里得出的 “两个必然”的

结论,“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

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2]40-42。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

义社会只是暂时的历史的存在,而绝非是一个永恒的神话和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是 “历史的

终结”。

十九大报告正是基于 《宣言》的理论内核,从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的逻辑统

一的维度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历史使

命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做出的 “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自觉选择。在 《宣

言》发表一百七十年来的历史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八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基于 “两个必然”的

坚信,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加

科学。“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4]15这个 “初心”和 “使命”在 《宣言》里就是要实现 “人

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在十九大报告里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及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

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

想”[22]10。这个 “革命理想”就是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它是对 《宣言》的 “两个必然”的科学

认识基础上的价值追求,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它既是历史逻辑演进的产

物,也是历史选择在现实逻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缘起,同时,

也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逻辑演进的结果。在当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阶段,我们在奋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真正领会 “两个必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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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才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奠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做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 “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保持政治定力,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三)十九大报告的 “人民立场”思想是对 《宣言》的 “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坚守和发展,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旨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2]18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凸显

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重申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报告始终彰显

人民的价值、人民的地位、人民的立场,这从报告里 “人民”一词的出现频率就可显见。“人民”

一词在报告里一共出现了203次。报告旗帜鲜明地强调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对人民给予

了高度的赞扬,对人民的作用给予了完全的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

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14]21。这样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即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追根溯源,这样的初心和使命正是来自于一百七十年前的1848年2月

公开问世的 《共产党宣言》。自发表一百七十年来,在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宣言》是对人类社会

变革和思想革命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所说的那样,“现在,

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

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2]11。在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里他对 《宣言》产生的这样广泛的影响做了

重申。《宣言》能够产生如此恒久的影响和魅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从

《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一百七十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

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4]25这充分彰显了 《宣言》的恒久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 《宣言》的第二部分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节里,马克思、恩格斯以疑问句的形式开宗

明义地提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然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们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是相同的。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都是 “使无产

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说明作为领导无产阶级运动

的政党,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和自由,推翻资产阶级的人剥

削人的统治,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无剥削无压迫的新社会。但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

党不同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

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

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41因此,无产阶级运动与其他所有阶级的运动的不

同之处就在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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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39。共产党政党和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

乃至全人类谋求利益和寻求解放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之心在此得到表露和彰显。这一无产阶级

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把人从资本主义的 “异化”中解放出来。马克

思、恩格斯以充满希望的语句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51

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也正是中国共

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如一的精神导向和价值追求。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用马克

思主义来武装自己,指导自己,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九十八年来的历史

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

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正在向强起来的征程中铿锵迈进。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空话,它必须是落实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有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发展”一

词在十九大报告里一共出现了232次。“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

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23可见,报告里 “人民立场”思想是对 《宣

言》中的 “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中的展开、丰富和发展,这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宣言》价值的继承,对初心的信守和对使命的不渝。

三、结语

本文从 《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对党的十九大报告进行了解读,揭示了十九大报告

的整体性特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和宣言书,十九大报告在理论内容、主

题主旨及立场方法等层面充分体现了 《宣言》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十九大报告从

“八个明确”和 “十四个坚持”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是一个主

题目标鲜明、内容相互贯通、逻辑层次明确的科学理论的有机统一。通过对比研读两份文献,我

们可以得出,《宣言》的基本原理是十九大报告的理论内核和理论源头,十九大报告是对 《宣言》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二者体现了一种源与流、根与干的辩证关系,但都

蕴含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历史潮流终会滚滚向前,但真理之光将永恒照耀。《宣言》

所阐述的思想 “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12]13。历史的发

展和十九大报告所体现的 《宣言》的基本原理已经对恩格斯的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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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lInterpretationofMarxismintheReportofthe
19thCPCNationalCongress

—FromthePerspectiveof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RanYupeng

Abstract: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publishedin1848markedthebirthofMarxism,

whichforthefirsttimemadeacomplete,systematicandconciseexpressionofMarxisttheory.
Thereportofthe19thCPCnationalcongressisthemanifestooftheCPCleadingthepeopleofall
ethnicgroupstobuildamodernsocialistcountryinthenewera.Acarefulstudyofthesetwodoc-
uments,nearly170yearsapart,revealsthatManifestoofthe Communist Party isthe
theoreticalcoreandoriginofthereportofthe19thCPCnationalcongress,andthereportisthe
inheritance,enrichmentanddevelopmentofthebasicprinciplessetforthinManifestoofthe
CommunistParty,whichreflectstheintegrityofMarxism.Tointerpretthereportofthe19th
CPCnationalcongressfromtheperspectiveof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isnotonly
conducivetoexploringthecontemporaryvalueof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butalso
conducivetohighlightingthesignificanceandvalueofthereportofthe19thCPCnational
congressasaprogramofactionfor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
Keywords:thereportofthe19thCPCnationalcongress;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basicprinciples;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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