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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身）支持下，清华大学一些长期从事当代中
国社会思潮研究的教师聚在一起，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研究”课题组，探索社会思潮形成
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青年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些教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从事研究的学科侧重点各有不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都参与
了事关改革开放走向的社会思潮的论争，写出了一些有质量的文章。大家商议，作为课题研究的副产
品，把大家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希望能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尽绵薄之力。　　梁启超先生把社会思潮形象地描述为“思而成潮”，并说：“非凡思皆能成
潮，思而成潮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社会思潮是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主体都力图按
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尤为突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
思潮纷纭激荡将贯穿于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过程，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也将是这
一阶段始终不渝的历史任务。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就是从这一历史高度理解和从事社会思潮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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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变迁与思潮激荡: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文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
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和先期成果，《时代变迁与思潮激荡: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文集》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经济建设与改革”、“思想道德建设”、
“文艺思想建设”、“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分九个
专题做出梳理、分析和阐释。课题组成员撰写的这些文章，大多数曾经公开发表过；在收入《时代变
迁与思潮激荡: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文集》时，作者又进行了斟酌和修订；其中的
部分文章，作者还根据最新研究资料和统计数据作了较大修改。当然，为了呈现研究过程的连续性和
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主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化，《时代变迁与思潮激荡: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文集》尽可能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和作者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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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一、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二、社会主义“原罪说”和
“早产说”辨析　三、“突破说”质疑——就社会主义问题与谢林平先生商榷　四、社会主义“乌托
邦论”论析　五、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兼谈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　六、什么是
“粗陋的平均主义”?——与李乔先生商榷　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八、党的基本路线思
想的整合和再学习第二章　民主社会主义研究　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探源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在中国　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什么?　
二、当前世界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三、长波理论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研究
　一、新自由主义制造的五大迷信　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世界经济　三、“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
西亚的经济发展　四、“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泛滥　五、新自曲主义、全球危机
与人类的未来第五章　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一、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二、要始终保持党
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兼论正确理解“两个先锋队”的表述　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防止
思想庸俗化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证　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强大思想武
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几个观点．　六、世界反腐倡廉史上的一个成功
范例第六章　经济建设与改革研究．　一、“经济人假设”与人性自私论——兼谈国有企业管理层激
励机制的改革　二、国有企业能退出竞争领域吗?　三、也谈“财产权力”——对周为民《再论财产权
力》一文的质疑　四、究竟什么是“剥削”?——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剥削观解读　五、“
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界——一种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　六、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效率观?第七章　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一、怎样科学理解和有效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　二、对个人
主义的历史思考　三、十月革命不容歪曲　四、资本话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种社会意识
形态层面的论析第八章　文艺思想建设研究　一、美术发展方向的历史性交锋一一当前美术发展方向
之争　二、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　三、“道德多元”大谬不然——评析《道德：创作家
该做什么?》　四、“现代艺术”不是人类新精神——评一位教授的“现代艺术，，论第九章　“普世
价值”问题研究　一、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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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围绕这一问题，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发生了几次重大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第一次争论
发生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相继从
国外回国。列宁于四月提交了《四月提纲》，给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制定了由民主革命向社
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这一提纲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有两个
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劳动群众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俄国不具备这样的条
件，企图在俄国搞社会主义只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无政府主
义”、“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高尔基在半孟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也说列宁是拿俄国
工人阶级的力量孤注一掷，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加米涅夫、季可夫等人
也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从西欧开始，首创社会主义的荣誉不应该属于俄
国。列宁发表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著作进行反驳，明确指出：“除无产阶级革命外
，没有别的出路。”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路线是正确的，但争论也并未因此而止，在十月革命
成功后的第三天，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一封致彼得堡格勒工人阶级的公开信，说俄国发生的事变使他“
痛心”，他断言：十月革命终将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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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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