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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同样也
深刻改变了中国。在近现代众多主义思潮之中，中国人民
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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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全党和全国
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个重
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要坚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世界观基础，坚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
仰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信仰是建立在一定哲学
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价值和目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有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信仰。以唯心主义
的哲学世界观观察解释世界，就容易走向崇拜神灵等外在
精神力量的宗教信仰。正因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科学根基之上，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成为一种科
学的、现实的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
论体系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
础之上。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在于坚定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就能够科学观察世界，深刻
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历史必然
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着彻底的唯物主义

精神和辩证法精神。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
是唯物辩证的。只有坚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法精神，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排除种种唯心主义的干扰，克服一切保守封
闭的思维和精神，从而革命地改造整个世界。

二、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2]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
者。”[1]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集中体现和最终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目标追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最根本的是坚
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
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和根本追求，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我们也称为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是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集中体现。“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
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3]没有共产主义
信仰，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成立伊
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共
产主义理想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基础之上，建立在
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基础之上，是科学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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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想。共产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目标追求，规定和指引着我们的实践
发展。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通过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而逐步
实现。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阶段中国人
民的历史任务和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
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获得规定
的。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是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体
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发展目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
梦的必由之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唯物史观

客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
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直接
承担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庞大
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也是社会变革的决
定性力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都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生产实
践基础之上。人民群众和历史是同一的。“历史活动是群众
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追求，也
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依靠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包含两
层含义，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依靠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即坚持以
人民为主体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解放和
发展的依靠力量就是人民自身。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深
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运用于工作中，形成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深刻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刻体现了
人民的最高价值地位，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
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包括相信人民群众
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
点。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一切向人民
群众学习的观点集中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发
展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依靠的解放力量就是人民群众自己。
人民群众是解放自己的主体力量，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
用在于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动员人民群众自己行动起
来，而且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也来自于人民群众。相信人民

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是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的尊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
群众负责的观点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价值中心和以人民
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的最高价值追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无产阶级政党除
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
私利。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
摆在最高的地位，因为这是为什么人的根本价值问题。

把群众观点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就形成了无产阶级政
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价值中
心地位。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最高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
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
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
量，是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依靠力量，党的一切工作必
须仅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
人民的智慧，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人民的利益，促进人民
的全面发展。

四、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强调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通过革命实

践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要求。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最终要通过实践落实到改变世界上来。强调实践是
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没有实践的物质力量，现实世界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
想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只有
通过实践的检验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
义信仰最深刻地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
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最根本的就是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之中。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
是变革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也是我们
不断超越自身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最根本的就是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实实践者，投身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之中，投身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之中，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坚定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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