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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

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

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

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

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

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

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

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

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

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

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

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

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①　　

2019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70 年 的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是无数个具体的现实

的劳动者，在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个人意愿的

努力历程，形成的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

展的历史动力。这无数个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者的

“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

的热忱’”就是我们实现自己梦想的动力，整个

社会主义的建设历史就是由这样无数个劳动者在

70 年伟大成就夯实中国道路自信的现实基础

罗建文

摘  要：推动新中国建设事业前进的历史“合力”的产生和形成是来自于全体人民共同

的利益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认同；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价值认同就会出现四分五裂的

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相同性质和共同方向的合力。没有思想认知上的理性认同，

就不会产生理论上的自觉认知和自觉接受，就会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排斥和反对，在情

感上就不可能接受和喜爱；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着人们改造世界的态度和行为，

是人们从事历史活动的根本原因，物质利益的认同是决定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客观

基础；70 年伟大实践，形成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理论的

深度认知、制度优越性的比较认同和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的感同身受，从而厚植了对社

会主义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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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及基本经验研究”（18BDJ072）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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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

历史”中实现的。当然，这无数个具体的现实的

劳动者奋斗和努力要想形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合

力”，就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必须有共同

的价值追求和努力方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历

史发展的“合力”，就可能形成离心离德的分力

和异质异向的“独力”。

一、70 年实践升华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7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是符

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而且

与个人利益和合理的局部利益也是相统一和一致

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每一

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就是个人

的奋斗目标，这是每一个人自觉创造历史的内在

动力，也是个人价值想要获得社会肯定和认同的

必然途径。尽管每一个个人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

向不尽相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一项科学原

则和基本制度，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正因为社会主义有这么一个科学原则和基本制度，

所以，尽管各自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不同，只要

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和大方向，就是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方向必须一致，或者至少

要同向而行，不管你的个人动机和努力是什么，

不管你从事个体工商业、从事服务性行业，不管

你是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从事集体劳动或教学科

研工作，只要是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的

发展、为他人的生活提供服务或劳动成果，你就

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你的劳动价值就一定会

得到兑现，你追求幸福生活就一定会实现。因而

列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

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①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每一个人的努力意愿都必须

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和大方向，

就是“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

属的意义”，个人的意愿必须是从属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大局和大方向，这也是个人努力奋斗

与社会发展进步的交集，就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合

力”。这种“合力”的产生和形成来自于共同的

利益基础、共同的情感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认同，

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共同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

同就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具有

相同性质和共同方向的合力。这就是新中国 70 年

伟大实践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人民在经过了 100 多年的艰难探索和 70

年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以后，在经历了 40 年改

革开放的巨变以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体系、道路选择、制度体系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已

经有了深刻的理性认知，已经有了对照比较后感

同身受的思想认知。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旧

对比，对改革开放的前后对比，对新旧中国社会

历史记忆的前后对比，人们会自觉地不自觉地得

出结论：中国社会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

所以要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有了深刻的认

知和切身的感受，已经形成了亲身感受的利益认

同和发自肺腑的情感认同，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认同和现实认同。没有这

种历史认同，人们的思想认同、利益认同和情感

认同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历史认同是

建立在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成就和历史

记忆的充分认知、深刻体验、感同身受的理性认

知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认同和情感认同

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自觉自愿自信的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

　　思想认同是指人们在对客观事物或实践对象

的理性认知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在自己的主观

世界所形成的对客观对象的认知上的接受和赞同，

在思想上的一种接受和赞同，是主体对客观事物

和社会实践有一种主观上的自觉认识和心理赞同；

没有这种思想认知上的理性认同，就不会产生理

论上的自觉了解和自觉接受，就会在思想认知上

产生排斥和反对，在情感上就不可能接受和认同。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最有说话权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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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0 多年以前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国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肆

意妄为地侵略我们，国内的反动官僚买办阶级，

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欺压百姓。弱国无外交，弱

国的人民更是没有尊严可言。人民还清晰记得，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抢劫行为是如此令人发指，

日本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中国造成无数类似如南

京大屠杀的人间惨剧，人民还清晰地记得，国民

党反动派面对外敌入侵时不仅不全力抗击外敌入

侵，还高喊“要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奇谈怪论，

还倒转枪口来绞杀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列举这些

清晰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伤痛，我们不是要煽动民

粹主义的民族仇恨和历史怨结，我们是为了探寻

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这些历史的记

忆和历史的伤痛是我们民族解放史上的苦难记忆，

我们绝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自己、

就是背叛无数革命先烈。

　　中华民族在苦难深沉的挣扎中苦苦追求和艰

难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解放的道路，付出了巨

大牺牲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康庄大道，

找到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理论指南。正如毛

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

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

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俄国人举行了十

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

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

领导下，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

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

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① 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适合中国

土壤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指南和行动纲领；自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以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生活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走上

安定富强的幸福之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 28 年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 70 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

别是经过了 40 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我们的人民从亲身经历到亲身感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带来的变化，对中华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的前后对比中，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给

人民带来的利益满足和意志坚定，全体人民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朴实感情和忠诚信赖

的心理基础。加上我们 70 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历史发展、建设成就、理论创新、道路探索、

制度建构和思想文化的宣传与教育，人民对社会

主义的道路从知之不多到逐步深入，到知之甚多

和认知深入，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了解已经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从抽象模糊的理

论概念到真实具体的现实生活，从犹豫观望发展

到了亲身感受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知自觉和思想认同。这是人民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认识论基础。

二、70 年实践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利益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和分析人类历史活动时，

始终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他们指

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②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是特别关注自己的利

益及对自己的影响的，这将决定群众参与历史实

践的“热情”和努力程度。“群众对目的究竟‘关

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

情’。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

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

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

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0-14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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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①

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人们所处的物质利益

关系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政治和法律应该是规范

社会成员对利益的合理追求秩序、由一定物质生

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集中表现，是保护

和维护特定阶级和阶层人们利益的表现形式，所

以都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过程。”②人们的一切活动无不是为了实现一

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追求。社会生产力是创造利

益的物质手段，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是人们之

间的利益关系，社会上层建筑是一定的利益关系

的反映和表现，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质上是

一幅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

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图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分析态度。

　　人是现实的历史活动的主体，为了创造历史

就必须生存，要生存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做

前提条件和基础，利益的合理追求和创造是人类

创造历史的内在动力。没有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

有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而人们在其中的地位和作

用不同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同时因为利益的争

夺和矛盾的形成才有了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利益活动是人类政治生活和历史活动的最

终因素。列宁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

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

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

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

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

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

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

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③国家就是为了维

护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而协调这种冲突和矛

盾的暴力工具，没有利益的联系和斗争就不可能

产生政治生活，就不可能有人的历史创造活动，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

断奋斗的历史。当然阶级的形成也是与人们利益

相关联的。列宁又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

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

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

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

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

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

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

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④这里的劳动就是

人们劳动的成果，就是人们的根本利益，这是由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决定的。因此利益关系的

不同是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也是人们从事政治

斗争和历史实践的内在动因，决定着人们从事历

史创造活动的根本因素。

　　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和“天

然必然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利益

则是这种内在规定性的外化，是这种“天然必然

性”的现实化，也是这种存在方式的确证。离开

人的需要，离开人的生命活动对客观对象的趋势

和求取状态，就不会有所谓的利益。因此，利益

是不能离开需要的，需要既是利益形成的前提，

也是利益形成的主体依据。利益是需要的现实化、

对象化的表现形式，它是主体的倾向性在对需要

对象的占有、同化过程中展现出来使其从一种倾

向性的存在转化为现实性的存在。所以，人的需

要不是人的利益，人的需要对象也不是人的利益；

只有人的需要的满足，即使外在的需要对象转化

为需要主体的一个要素，适应需要主体某一方面

的要求才是人的利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实现

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连接的中间环节。人的

需要虽然是对客观对象的取向和求取，但它本身

却无法达到客观对象，也无法实现摄取，只是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13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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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需要主体的一种倾向性。而客观对象本身也不

能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只有社会实践能使需要

主体的倾向性付诸实施，同客观对象相连结，占

有客观对象，改造客观对象，在改造中让客观对

象和外在世界变成需要主体的倾向性需要，才能

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即实现了人们的利益。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须改造自然，

改造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调节人们

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使客观对象符合人的要求。

人们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都要结成一

定的相互关系。而人们对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占有状况，也是由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

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的。所以恩格斯指出：

“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①

人们从事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在经济关系中进行的

利益关系活动，从事社会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

神财富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中进行的。

“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

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

再生产物质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

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

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②经济关系就是

人们的利益关系，当然这种利益关系在物质生产、

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

利益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表现为一定的利益

关系，并且各种历史实践活动与经济利益关系总

是互为结果与前提的。而各种利益关系在人的需

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其中最基本的

是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是决定其他一切

社会关系的基础。它不仅反映人们物质需要的满

足程度和满足状况，通常也决定人们其他需要的

产生状况、满足程度和满足状况。所以，恩格斯

认为，人们从事的社会历史活动都是由经济生产

方式和利益关系决定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历

史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

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

（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

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

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

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

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

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 , 归根到底，

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③ 在这里，

恩格斯强调的虽然是经济解放、市民社会、经济

关系的领域等范畴，其实“归根到底，是由生产

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就是人们在特定

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人们的经济利益

关系决定着人们改造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是人们

从事历史活动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 70 年历史实践，无论是政治历史实践

还是经济建设实践和文化建设实践，无论是改造

旧山河的物质生产活动还是改造旧世界改造旧思

想的社会历史活动，都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关，

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的、都是为了民族的

独立和人民的幸福这个根本利益而奋斗的，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检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功与否的要求和标准。这一

点全中国人民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和深厚的认

同：谁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谁为人民的利益而

奉献，人民就拥护谁就支持谁。所以毛泽东指出：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

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

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④ 70 年伟大历史

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牢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

一教导，我们的党就会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

会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会

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力量，我们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相反，我们

的党就会没有力量，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5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85-98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5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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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和挫折。70 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人民当

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

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①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最核心

的利益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集中最重要的

利益诉求，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对美好

生活需要的根本保证。只有有了这个根本利益的

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其他一切利益才能得到

保障和实现，这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的。70 年伟大历史实践表明，

中国人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文

化利益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实现，中国人

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干劲得到了充分的激发

和释放，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热

爱也更加自觉和深入了，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性自觉和利益认同。

三、70 年实践厚植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情感认同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

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

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

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 革

命导师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

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③无论

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把握，还是对真理的探

索和追求，都需要有人们对它的热情投入和激情

倾向，炙热的情感倾向和热情投入是主体对外在

事物的需要和向往的一种主观表现，它能激发人

的内在潜力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实

现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追求和努力。思想和情感都

是属于人们社会意识领域的范畴，对人们的行动

和实践都有着巨大的积极的反作用。积极的情感

可能会对主体的追求和努力产生积极的情绪倾向

性，加大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努力程度，有利于主

体为了实现目标而铆足全力和全力以赴，有助于

主体积极完成自己的主观目标；如果是消极情感

就可能不利于主体潜能的激发和内在动力的调动，

甚至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影响主体对目标对象

的追求和行为努力的情绪倾向，阻碍主体的主观

努力和内在潜能的激发。人们对外在对象的情感

和意志都是自己存在的社会生活的反应，都是人

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主观映像，人们所处的现

实生活和经济关系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形成和发

挥作用是决定性的和至关重要的，有什么样的现

实生活就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意志。凡是社

会的现实生活满足和符合人们的主观需要，能促

进人的潜能的发挥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效应；凡

是社会的现实生活不能满足和符合人们的主观需

要时，就可能产生消极的情感效应，不利于人们

主观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对客观对象的追求和

获取努力。所以，马克思指出：“思想永远不能

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

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

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

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④当人的思想情感离开了

客观实践的时候它是“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只有在“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参与以后才能

发挥出作用来。因此，在人们的改造世界活动中，

要尽可能地调动主体的积极情感效应，形成积极

的奋发向上的情感激励，就能促进主体内在潜能

的充分发挥而全力以赴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这

里的情感激发和积极的情感效应就是人们对客观

对象的高度认同和主观需要的倾向性，它的形成

前提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让主体产生了需要

的满足和意愿的符合，于是就有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强烈情绪倾向。

　　情感是一种主体的情绪感受，是指人们获得

某种需要的满足以后形成的情绪感受，它有积极

情感和消极情感之分，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6 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20 页。

70 年伟大成就夯实中国道路自信的现实基础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五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37

合剂，对某种对象的情感认同有助于人们忠诚接

受和高度认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情感认

同就有利于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新中国 70 年伟大历史实践，

不仅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让中国人

民真正站立起来，而且还凭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

慧和辛勤劳动，将自己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不

仅实现了翻身得解放，有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而

且还实现了生活的不断改善，实现了小康和幸福

生活。人们的主观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和实现，

人们的情绪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状态，形成了人

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对

理论的深度认知、对制度的优越性认同和对社会

主义文化生活无比热爱，从而形成了对社会主义

的情绪倾向和情感认同。

　　要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必须加

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认同、夯实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认

知基础。理论只有科学和彻底才能说服人、打动人，

理论只有真正让人们从中获得帮助和解放，让人

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获得人们的好感和积

极情绪倾向，才能让人们在情感上真正认可和忠

诚接受。一个人若在思想观念和认识上不认同不

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

主要是由于这个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

制度没有真切的感受和实实在在的获益，没有感

受到它的优越性，也是没有获得感，这样就很难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

产生好感和亲近感，就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情绪感

受，更谈不上有亲近、敬仰、信任和高度认同的

积极情绪反映了。反之，持久稳定而忠诚信任的

情感认同也一定是建立在人们对特定对象的感性

认知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对客观对

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了充分的理性认知和全面

的理性了解以后，并且只有当它符合主体的意愿

和思想时才能产生高度的认同。因此，只有在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道路探索、制度

建构和文化建设的全面理解和深入认识的基础上

才能形成思想情感上的接受和认同、赞同和信任、

深信不疑而内化于心。这就是说对理论的认知是

形成关于理论好感的基础和前提，要想深化人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就必须加强人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强

化和夯实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同身受和

认知基础。

　　这就要求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

的宣传和教育，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化、

大众化和生活化，让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有深刻的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知，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和体系实质，对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认识予以批判和纠

正，消除理论误解、消除思想疑惑、消除心理障碍，

坚定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二

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力度，着力改善民生，

让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幸福之路、人民的幸福之理、

人民获取幸福的真正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精神

精髓，才能形成对社会主义的利益认同和情感认

同。只有真切感受才会有真情实感，才会有忠诚

热爱和忠诚地接受与信任。三是要强化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升，不仅要解决

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

还要着重解决人民群众身边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解决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让人民

在实践中看得见感受得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魅力和

真理力量，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乐

于了解、善于总结、勤于思考和喜于学习，培养

人民群众的理论自觉和情感自觉。四是要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书本回到实践中、从理论家

的头脑中回到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从大量的宣传

讲解中回到人民的实践中，要强调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等内涵学在实

践中、思在生活中、实在行动中、立在实效中。

　　此外，要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

同与营造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让人民群众浸泡在社

会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深切体会到它的优越性和实在

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久性情感和稳定性情

70 年伟大成就夯实中国道路自信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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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和形成的，需要提供许多

个相互支持、相互贯通的连贯性文化场景和氛围，

以便让人民群众在相应场景中形成稳定性反映和长

久性情感。文化环境是由一个个实际效果和感染场

景所组成的一个浸泡式环境，每一个个体在这中浸

泡式场景下能产生持续的积极的情绪感受和环境影

响，在这一系列的文化影响和连贯性的浸泡场景中

形成高度的认同和接受情绪，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

义获得充分的认可和赞同，并通过持久和持续的环

境影响而得到稳定性反应而巩固下来。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和实际接受只有在方方面面的

社会生活中，在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场景中得到

确定性认可和肯定性接受，得到社会环境和舆论所

给予的奖励性确证和肯定性评价，个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积极情感才能持

久巩固。因此，一方面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制度体系、道路选择和文化建设等内涵的教

育和宣传在广视角、全覆盖、长时间和实效果中得

以稳定和持久下去，形成有利于人民群众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民

生的社会效应，营造有利于培养和唤醒全体人民群

众热爱社会主义、赞同社会主义的情感场景和情感

效应，使这些场景融入人们的生活、印入人民的脑

海、植入人们的行为。比如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成果展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

效的对比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先

进人物和优秀事迹展览、身边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等具有感染性的集体活动和宣教活动。

　　人们的情感相对于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主观

化、个体化、内在化、深刻性的主观反映，通过外

在实效的可感化、客观实际情况的可视化、主观感

受情绪外露性等方式表达和显示出来，一旦形成以

后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和更强劲更持久的影响力和生

命力。主观抽象的情绪反应必然通过主体对外在现

实的感受和直接体验而表征出来，这些表征社会主

义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具体事物就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载体形

式和象征符号，具有了培育人民高度信任、直接认

可的积极情感和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深热爱的持久性情感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宣传

舆论和理论研究部门，一定要注重通过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中的鲜活事例和典型人物等具体可感的象征

物和感人事迹，来巩固和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坚定情怀、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由衷热爱、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充分认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生活的满怀响应等积极的情感认同，使这些积

极情感从自发自在升华为自觉自由，进一步唤起和

深化全体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和文化建设实际成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信

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厚植坚实的思想

基础和情感基础。

　　四、结论

　　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

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

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

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

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

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

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

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

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

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

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

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

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

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

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

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

面的。”①恩格斯这段话，揭示了历史主体的单个

人的目的和意志与所有各个单个人的目的和意志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即社会发展动力）

之间的关系，虽然每个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05-6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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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每个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历史活动的

个人都对历史结果的形成有所贡献。但是，历史

发展的结果都是由众多个个体的自由意愿和个人

的努力而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而起作用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要形成这样一个历史的合

力，就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历史的公约数和胶合剂，

这就是凝聚亿万人民意志和力量的“合力”。这

个公约数和胶合剂就是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共同

理想、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着信念、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这个“合

力”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

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利益与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的。没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不可能有广大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满足，也就不可能有人民群众

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这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普遍

共识、一种思想认同、一种共同情怀。亿万中国

人民正在自觉地把自己的这种思想共识、利益共

识和情感共识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历史认同和现实认同，正在升华为自己的意识，

内化为自己的理念，外化为自己的行动，正在形

成一种战无不胜的自觉强大的历史“合力”。只

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理性认知和理论自觉，不断厚植

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情感认同和

实实在在的利益认同，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在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历史认同和现实认同，有

了这样一种团结和凝聚亿万人民的公约数和胶合

剂，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奇迹的历史

“合力”就一定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

个”自信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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