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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
理论和方法及其当代价值

＊

韩海涛，陈　月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识形态

［摘　要］　 《共产党宣言》既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也是研究和辨析

社会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本。《共产党宣言》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起点和逻辑主线，阐明

了科学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始终面临着

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使命；揭示了 “两个必然”在思想

文化领域的表现和社会思潮的历史 命 运，对 资 产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和 形 形 色 色 的 所 谓 “社 会 主

义”思潮进行了全面辨析和批判，阐明了实现 “两个彻底决裂”的途径和条件。深入研究

《共产党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于深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思

潮运行规律和演进趋势，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韩海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陈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 “世界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极端化社会思潮在全球泛

滥，深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走向。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研究社会思潮，将其视为

洞察世界历史大势、把握社会规律、应对风险挑战、做好战略预判与规划的必修课。 《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作为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也是辨析社会思潮本质和引领社会

思潮的纲领性文件和理论范本，其形成、传播和运用的历史进程更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新思潮”
在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中彰显生命力、发挥真理威力的生动实践。“《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值得我们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新世纪以来国外流行社会思潮研究”（项目号：１８ＫＤＡ００２）、北京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重点项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点领域思想引领研究”（项目号：１９ＧＪＪＢ０２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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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①。面对当前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社会思潮渗透与反

渗透、争夺与反争夺的严峻现实，正确认识 《宣言》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逻辑，全面把握

《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深刻领悟 《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实践指向和具体策

略，对于创新和发展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

要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明晰主线：以唯物史观奠定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是贯穿 《宣言》的理论基础和逻辑主线。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像一

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②。《宣言》运用唯物史观科学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深刻

揭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客观依据，奠定了辨

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
（一）科学揭示了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宣言》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总体把握社会思潮运行规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宣言》揭示了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社会思潮产生的基本规律。贯穿 《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

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③。马克

思和恩格斯将精神、情感、观念、思想等置于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理解，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

了封建宗法关系，以利己主义替代了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等社会心理，改变了社会思潮

形成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心理基础。《宣言》说明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精神生活全过程，根本决

定着社会思潮的性质、内容、结构、发展方向和历史地位。
《宣言》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决定社会思潮演变的基本规律。“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

造”④ 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宣言》立足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

度的历史演进，深刻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科学揭示了代表新世界秩序的社会

思潮随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更替而继起振兴的演进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于封建社会之中，
当封建所有制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时，“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

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⑤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随之成

为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阻碍，代表未

来制度萌芽和社会形态胚胎的科学社会主义 “新思潮”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呼唤现代工人阶级 “新
主体”的政治实践。由此，《宣言》确立起以是否符合历史规律及其大势为衡量社会思潮优劣真伪的

“标尺”和总体原则。
《宣言》揭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运行的基本规律。社会思潮

代表和反映一定阶级利益，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经济上占统

治地位的阶级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宣

言》剖析了法国和英国贵族、小资产阶级等的社会主义思潮不过是该阶级赖以存在的旧的所有制关系

在思想上的反映，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经济根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之上，其社会思潮与之同向而行，将社会经济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念维持在 “秩序”范围之内，以维

①

②

③④⑤⑥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２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４８、３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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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只有推翻资产

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摆

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造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宣言》揭示了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重要尺度的基本规律。其一，《宣言》揭示

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的传播广度是衡量大工业在各国发展的历史尺度。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各

国的传播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印证了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国家不可或缺的物质力量。其二，
《宣言》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的接受程度是衡量无产阶级认清自身历史地位的理论尺度。
科学社会主义是揭示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科学，它阐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

情”①，自产生就 “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②。其三，《宣言》揭示了

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的运用深度是衡量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实践尺度。正是在总结科学社会主义

运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更加深刻掌握了要通过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
不断提升运动的科学化水平。

（二）提供了理解社会思潮内涵和形态的方法与理论范本

《宣言》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出场，为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内涵和形态提供了方法和理论

范本，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思潮的基础理论。
《宣言》厘清了构成社会思潮内涵的基本要素。一是 “时代”，社会思潮代表不同时代发展要求，

有新旧之别。在资产阶级时代，以旧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为内核的资产阶级思潮立足 “市民社

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发展要求；而以新唯物主义为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潮立足 “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③，代表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要求，预示着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潮必将退出

历史舞台。二是 “主题”，社会思潮以自身理论主题反映时代主题，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宣言》指明

资产阶级时代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两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构成主要矛盾，
变革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科学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反映变革要求、解决时

代问题，因而成为先进思潮。三是 “主体”，阶级社会中社会思潮的主体归属于一定阶级，有利益之

别。阶级所代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利益的不同是判断社会思潮性质的主要标准。在社会变革时代，各

阶级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推动社会思潮形成关于变革道路的理论交锋，批判的革命的社会思潮与反动

的保守的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四是 “理论”，社会思潮由一定思想引领，有

理论之别。社会思潮以一定思想理论为核心，具有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开放性的理论是社会思

潮的先进内核和灵魂。五是 “影响”，社会思潮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有作用大小之别。《宣言》诞生后

以多种语言译本在国际上传播，其以不同国家文字发行的份数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程度，

据此可以判断这些国家 “工人运动的状况”和 “大工业发展的程度”④。
《宣言》阐述了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意识形态表现。从形成历程和文本内容看，《宣言》展

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 “理论—运动—制度”的 发 展 脉 络，是 揭 示 社 会 思 潮 发 展 形 态 演 变 的 经 典 范

本。《宣言》发表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理论探索，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基础。１８４３年，马

克思明确将自己的理论称作 “新思潮”，认为其优点在于 “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⑤。在 《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作了 “思想上”和 “行动上”的区分，认为 “要扬弃现

①

③

⑤

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１８、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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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①。从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到 《共产主义原理》再

到 《宣言》，科学 社 会 主 义 作 为 一 种 理 论 思 潮 诞 生，其 发 展 形 态 呈 现 出 从 “理 想 制 度”到 “理 论 原

理”，再到 《宣言》特别强调的 “现实运动”和 “社会制度”的逻辑脉络，具有完备的意识形态表现。
《宣言》开篇指出 “共产主义”被欧洲反动势力视作 “幽灵”进行联合围剿，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

于已经存续３００余年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包含扬弃私有制的思想，认识到了 “正在进行自我扬

弃的运动”②，而且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一种新势力和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力量，将随着革命的胜

利成为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保障的主流意识形态。《宣言》发表时，尽管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 “无数

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③，但它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不再是模棱两可的学说，而

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现实的革命运动、可见的制度设计，共产主义也成为值得追求和可期达到的

美好社会。
（三）完成了批判多种错误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任务

批判和肃清危害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社会主义思潮是 《宣言》的重要任务。共产主义者同盟 （以
下简称 “同盟”）成立初期存在正义者同盟时期遗留的思想混乱、目标不明、行动不统一等问题，魏

特林、巴贝夫、赫斯、格律恩、欧文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同盟内部和工人中传播，对工人

运动造成不良影响。为 “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④，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

《宣言》，将其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⑤。《宣言》独辟一章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思潮，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错误思潮的界限，捍卫了新理论，统一了同盟思想，为无产阶级

运动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梳理，揭露其错误根源和

实质。《宣言》的最初稿本 《共产主义原理》将社会主义者分为 “反动的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者”和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⑥。《宣言》进一步深化理论辨析，梳理了 “反动的社会主义”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三类主要社会主义思潮，并根据唯物史观

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评析其理论实质和历史命运，批判其世界观的颠倒性、阶级立场的虚假性、政治

实践的妥协性和变革的不彻底性，指出其终将为社会历史潮流所抛弃。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

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企图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代表反动

的利益。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以行政改良消除社会弊病，
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了阶级对立，但超乎阶级斗争之上，看不到无产阶

级的历史主动性，拒斥一切政治运动，逐渐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去。《宣言》揭露

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无法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无法认识到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必然

性，最终只能陷入反动、保守、空想的泥潭。

二、总体阐释：揭示思想文化领域社会思潮历史发展趋势

《宣言》不仅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得出了无产

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则表现为无产阶级

①

③

④

⑤

②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２、２３２、６９０－６９１页。
《列宁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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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潮新文化与资产阶级旧思潮旧文化的斗争。《宣言》提出 “两个必然”和 “两个彻底决裂”重大

论断，总体揭示了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趋势，科学论证了无产阶级新思潮取代资产阶级旧思潮的历史

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一）揭示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思潮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宣言》坚持历史辩证法，将社会思潮置于一定社会历史中考察，揭示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思

潮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
一方面，《宣言》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肯定了其思想文化及其主导的社会思潮对观念

变革和文明发展的革命性贡献。一是破除了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和传统观念的禁锢，代之以资产阶级

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原则。资产阶级对经济上自由竞争和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诉求，反映在

思想文化上为赋予 “自由”以一种唯一合乎理性的 “普遍性的形式”①，消除了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

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②，以共同利益的旗帜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达

成反对封建阶级的短暂联合，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二是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精神

生产，强调人的理性、本质和价值，使人摆脱中世纪的宗教幻想和政治欺骗，实现精神祛魅。三是倡

导以生产革命和工业文明精神为主基调的开拓进取、不断革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有利于发展生

产力。四是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打破了地域和民族限制，促进了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破除了民族的片

面性和局限性，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及其主导的社会思潮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将随

着其经济政治统治的瓦解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其一，历史观的颠倒性。资产阶级基于唯心主义历史

观高扬 “精神”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上以私有制奴役他人劳动，在政治上建立维护私有制的

国家政权，在思想上主张自由、教育、法的观念，将自己的私人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共同利益，将生产

过程中暂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将自由、正义等视为一切社会

共有的永恒真理，其主导的社会思潮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形态。其二，精神生产的欺

骗性。资产阶级对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资本主义的教育，本质上是强化精神束缚的手段和方式，
目的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其三，金钱至上和拜物教价值理念的反人性。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思潮是剥

削阶级文化的表现，利己主义是其核心价值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它将人们的社会关系变成 “赤
裸裸的利害关系”和 “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将教士、诗人、学者变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家，成

为 “它出钱招雇的雇 佣 劳 动 者”③；资 产 阶 级 赖 以 生 存 的 以 物 质 交 换 为 名 占 有 并 操 控 世 界 的 物 质 力

量———资本，仿佛成为独立于劳动之外能够自我增殖的价值，而真正为资本增殖的从事活劳动的个人

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欲的极度膨胀进一步压缩了精神等其他领域文明的发

展空间，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根本性对立与冲突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本质特征。其四，文化霸权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野蛮性。资产阶级裹挟着普世价值、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以经济殖民和政

治霸权进行文化输出渗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

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精 神 交 往 是 “物 质 行 动 的 直 接 产 物”⑤，资 产 阶 级 旧 的、保 守

的、落后的社会思潮将随着 “消灭私有制”的运动而逐渐被新的、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

所代替。
（二）指明了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思潮必然胜利的现实路径

《宣言》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思潮必

①

②③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２、５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０－３１、３０、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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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胜利的现实路径。对无产阶级而言，“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①。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
其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同资产阶级以 “自由买卖”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生

产劳动中，无产阶级被抽象为雇佣劳动者，失去了 “民族性”；而用于束缚无产阶级精神的价值观和

宗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偏见，背后隐藏的是资产阶级利益。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潮产生于新社会因素

之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同人类普遍利益在本质和长远意义上的高度一致

性，彻底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形态，发挥着启发工人阶级意识、指导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思潮最终胜利的具体路径是 “两个彻底决裂”。第一，同以生产

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胜利的前提和现实基础。一方面，共产主义革

命首先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且最完备的私有制形式， 《宣言》

的任务是 “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②。无产者在资本逻辑中成为商品，自产生起就开展

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就形式而言，斗争从自发的、一国的、单个工人反对单个资产者的斗争发展为自

觉的、国际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内容而言，斗争从销毁商品和生产资料，发展

到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之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奠定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的制度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要消

灭以往全部私有制。“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③ 资产阶级以新

的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代替了旧的，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

崭新社会制度，铲除旧社会思潮的现实土壤。第二，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私有观念为核心

的旧意识形态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第一个 “决裂”的逻辑产物和胜利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工人

自发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因此，共产党人一刻也不能忽视对无产阶级

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意识到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革命

中，“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④ 要同一切侵袭干扰无产阶级的旧

思潮作斗争，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扩大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阵地。
（三）阐明了阶级的社会思潮消亡的必然性与斗争的长期性

《宣言》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出发，阐明了阶级的社会思潮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在阶级社

会中，各种社会思潮在具有阶级性质的意识形式中运动。“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

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⑤。当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时，已经 “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

成是普遍利益”⑥，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社会思潮的消亡便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宣言》充分把握阶级的社会思潮消亡的条件性，阐明了与旧社会思潮彻底决裂的艰巨性、复杂

性和长期性。第一，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看，其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一定

自我调适能力和生命力，决定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思潮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凭借不断革新生产工具和资本全球化等取得了相对以往任何阶级的历史优势地位。尽管经济

危机周期性爆发、革命斗争时有发生，但资产阶级通过社会改良缓和了社会矛盾，延长了生命期限。
无产阶级认识到，“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

逐步完成”⑦。第二，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建设规律看，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主义

①

④

⑥

⑦

②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８、６、４２、４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５３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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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没有现成答案，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国的胜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走向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

机器”①，而要将其 “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②。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思潮残余在共产主

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实现全面解放 “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

以改造的历史过程”③。第三，从社会思潮历史发展规律看，社会思潮具有相对独立性，思想文化领

域的变革往往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完成，需要更长时间更加复杂的斗争。《宣言》对各种错误社

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并未穷尽，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潮的斗争远未结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思潮不断以

新的形式和面貌沉渣泛起。这些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在于消解无产阶级意识、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马

克思、恩格斯、卢森堡、列宁等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

三、具体运用：确立共产党人辨析社会思潮的立场和方法

系统论证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揭示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规律和方法，是 《宣言》写作的主要目的

和对唯物史观的深化运用。无产阶级能否完成历史使命，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制定正确的革

命策略，还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占领意识形态高地，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开展凝聚革命主体力

量的伟大斗争。《宣言》正是以实践为导向确立了共产党人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一）共产党人肩负着建设先进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

《宣言》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是向世界公开说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宣言”，标

志着无产阶级新型意识形态的诞生。
第一，《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指出建设先进意识形态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

求和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生产方式进步的历史必

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瓦解 “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④。作为资本主义社会 “新势力”
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诞生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之上，预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并找到了

实现路径，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最终走向灭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取得胜利将

不可避免。《宣言》说明了，共产党人建设先进意识形态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由社会历史发展

规律及其趋势所客观决定和必然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二，《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指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肩负起建设先进意识

形态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作为 “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⑤，既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也是最富

有革命彻底性、坚决性、组织纪律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 “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

给予了无产阶级”⑥，如同资产阶级依据利己主义组成代表资产者利益集团的政党，无产阶级在反对

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在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代表整

个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宣言》首次明确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先进

性特质，指出共产党肩负着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

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⑦，始终在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建设中起着最坚决的引领示范作用。
第三，《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出共产党人建设先进意识形态具有客观条

①②③

④⑤⑥⑦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６、１２６、６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８、３８、３７、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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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显著优势。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宣言》通过考

察 “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等社会意 识 形 式 的 历 史 发 展 规 律，批 判 了 超 阶 级 的 思 想 文 化 和

“永恒真理”的说教。作 为 先 进 生 产 力 的 代 表，无 产 阶 级 “在 旧 社 会 内 部 已 经 形 成 了 新 社 会 的 因

素”①，决定了虚假意识形态终将被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因此，《宣言》不仅标志着新型的、先进的

意识形态的诞生，还展现出新型意识形态的话语特色和实践伟力。正如列宁所指出，《宣言》“以天才的

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②，一经产生就作为指导革命的科学理论获得了世界性传播。
（二）共产党人要旗帜鲜明批判和肃清错误社会思潮

科学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是建设先进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宣言》以论战和宣告的形式驳斥了

各种反动派、资产阶级学派和社会主义流派的错误思潮，展现了党纲的战斗性和犀利性，高扬了无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宣言》确定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夺得统治，使科

学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最高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进而消灭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最

近目的和最高目标，共产党人必须批判和肃清错误思潮，建构科学的意识形态。
首先，《宣言》面对当政敌人和反对党的舆论攻击与联合围剿之时，敢于发声，旗帜鲜明地向全

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宣言来反驳旧势力的一切反动思潮。
《宣言》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 “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

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③，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脱节，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整个社会

充斥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弊端。
其次，《宣言》逐一反驳了资产阶级关于共产党人要消灭财产、消灭家庭、消灭祖国和民族、消

灭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责难和谬论，阐明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改变的是财产的

社会性质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关系；要通过工人的联合，以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实现无产阶级解

放，在物质生产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面对质疑和否定时，
要保持理论清醒和行动坚定，敢于宣示自己的理论立场和政治主张。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和意图，《宣言》公开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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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再次，《宣言》批判了诸多社会主义思潮，说明共产党人要注意分辨社会主义思潮的性质，以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本清源，澄清思想混乱，并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确保革命的正确方向。在当

时，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是影响工人运动的主要社会主义思潮，此外，卡贝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等

都给工人运动造成混乱和危害，共产党人要及时予以批判和肃清。
最后，《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 “从革命的传统中承

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⑤，说明共产党人在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中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

性相统一、坚持最低目标与最高目标相统一，如果摒弃这些基本原理，就会走上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道路。
（三）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践行 “两个必然”的科学立场

“两个必然”是共产党人辨析社会思潮必须践行的科学立场，反映了党作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

的特质。
一是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掌握唯物史观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把握社会思

潮发展规律，分析回应现实问题。《宣言》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找到了破解 “历史

①

②

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８、３０、５１、６４页。
《列宁全集》，第２６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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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谜”的钥匙。能否运用这把钥匙解答现实问题，是衡量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上是否先进的标准。共

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论原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

阶级斗争状况的一般表述，“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①。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立场，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把握各社会思潮的理论本质和历史命运，确保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

的科学性。
二是践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立场，尊重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领导无产阶级开展实现 “两

个彻底决裂”的伟大斗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 共产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方面，共产

党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等途径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之形成对自身地位和使命的历史自觉、

对斗争纲领和策略的理论自觉、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根据政治形势和实践经验灵活调整革命策略。正如 《宣言》公开宣告的那样，共产党人

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③。
三是践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在辨析社会思潮中始终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共同利益。共产党人没有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

放，是共产党人深入把握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的真理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为共产党人辨析和引领

社会思潮一以贯之的全部主题。《宣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批判思辨哲学、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
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伟大意义和实现途径，从方法论上回答了马克思早期提出的 “理论转化为物质力

量”的思想命题 “何以成立”“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以及 “何以实现”，这是共产党人辨析和引领

社会思潮所必须遵循的思想规律。
（四）共产党人要采取正确方法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

《宣言》指示了共产党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坚持批判与建

构相统一、理论引领与实践引领相统一，既看到社会思潮积极进步的方面，又保持对其空想落后方面

的批判；既认清社会思潮的优劣真伪，又善于吸收其合理内核。具体方法在于：其一，历史分析法。
把握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批判错误思潮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维护剥削阶级统治。 《宣言》
发表之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旧生产关系不断瓦解，西欧主要国家社会结构急遽变动，封建贵

族、小资产阶级等日渐没落，工业资产阶级上升并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运动兴起，资本主义社会

矛盾显露，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其二，理论分析法。分析社会思潮的哲学基础

和理论内核，批判错误思潮世界观的颠倒性和历史观的倒退性。无论康德的理性自由、卢梭的社会契

约，还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都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或形而上学认识论，以此为哲学基础

形成的社会思潮也不过停留在抽象思维之中。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 “消灭私有制”的责难建立在 “抽
象人性论”基础之上，“人们通过财产占有实现自己的本性”的观点正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宣言》批

判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用德国思辨哲学去掌握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把对现实的批判变成纯粹理性批

判，把革命实践变成 “一般 ‘实 践 理 性’的 要 求”，把 革 命 意 志 变 成 “真 正 人 的 意 志”④， “主 张 靠

‘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⑤，从而把共产主义变成了关于爱的呓语。其三，阶级分析法。分析社会思

潮代表的阶级利益，批判错误思潮阶级立场的虚假性。各种错误社会主义思潮打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

①

②

③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４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５、５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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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号，实际上从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意识形态。封建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其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作为宣传策略迎合大众，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将本阶级

利益暗含其中，妄图复辟已经被历史潮流淘汰的封建制度。保守的社会主义要保留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却不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将 “自由贸易”“保护关税” “单人牢房”说成是 “为了工人阶级的利

益”①，实际上是安慰和欺骗无产阶级的虚假口号，“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②。其四，
矛盾分析法。从社会思潮代表的社会发展方向把握其历史地位，批判错误思潮逆历史潮流而动。首

先，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历史倒车，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卡莱

尔、西斯蒙第、维尔纽夫－巴尔热蒙、格律恩、克利盖等是主要代表。其次，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

盾出发，批判保守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却看不到 “两个必然”客观规

律，试图通过新的宗教欺骗和政治改革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意志，蒲鲁东是其代表。最后，从资本主义

社会主要矛盾出发，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拒绝一切革命，试图通过试验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思潮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 “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③。

四、当代价值：把握世界社会思潮的运行规律和演进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

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④。《宣言》的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其

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于深刻把握世界社会思潮的运行规律和演进趋势具有重要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以唯物史观科学认识社会思潮的内涵本质和历史地位

《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有助于廓清认识误区，准确理解社会思潮的内涵

本质，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版图和历史地位，科学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并非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要正确识别和辩证对待不同社会思潮。首先，厘

清社会思潮的概念内涵。从 《宣言》辨析社会思潮的原理出发，可以将社会思潮界定为在社会变革时

期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反映社会历史主题和主要矛盾、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流行并对现实产生影响的

较系统的思想潮流和运动，它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特定思想理论为引领，动态反映一定阶级、阶层

或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通过社会运动实现思想目标。其次，准确把握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

关系。有观点将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思潮 “作为非主流的社会意识而存在”。
事实上，是否反映主要物质生产方式、是否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是否正确解答时代主题才是判断社会

思潮主流与否的根本标准。无论政党、阶级还是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与其价值目标

同向而行或背道而驰的社会思潮，前者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认同，后者则削弱意识形态影响力，要注

意区分，分类施策。最后，采取科学态度对待社会思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要运用唯物史观

和唯物辩证法揭示本质，认清方向。一方面，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判断社会思潮的真伪、优

劣和兴衰。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思潮是先进社会思潮，具

有蓬勃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采取辩证否定的态度引领社会思潮，及时揭露错误思潮的本质和危害，
引导进步思潮为我所用，以凝聚共识、积聚力量。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思潮，要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威力引领社会思潮。自诞生至今，马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６０、６０、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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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围绕 “人类解放”的理论主题，形成了 “一元多样”和 “一源多流”的理论版图。① 就发展

重心而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从西欧到俄国再到中国，以自西向东的历史

脉络，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 “思而成潮”且更具凝聚力和引领力。就发展路向而

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为源头，东西方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思想谱

系，建构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新主题、新观点、新话语。在发展

进程中，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汹

涌激荡，它们以自己的理论建构和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阵地，根本目的在于瓦解社会主义国家

政权。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要主动出击，以唯物史观科学理论分析和

批判错误思潮，主动展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洽与威力，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二）准确把握两种意识形态的演进及其较量的特点和趋势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较量。从 《宣言》揭示思想文化领

域社会思潮历史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发现两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

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第一，两种意识形态的演进及其较量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总体格局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

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发展上升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马克

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斗争，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理论建构和指导工人

运动。随着世界历史深入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形成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两大力量对比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

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发

展主题相结合，指导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并存与竞争、借鉴与

合作的两制关系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指向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和斗争，探索

和指导本国实践发展。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曲折前进，这一现象在世

纪之交、党和国家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得 尤 为 明 显。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伯 恩 施 坦 修 正 主 义 泛

滥，全方位歪曲马克思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障碍，列宁等将其肃清后，迎来的是十月革命

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和平演变”
战略下，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回到欧洲的强大思潮，戈尔巴乔夫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国际

关系 “非意识形态化”的指导思想致使思想混乱，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

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陷入低潮。在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坚决

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捍卫并成功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２１世纪，使科学社会主义从低潮走向振兴。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演

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突

出贡献者，同时也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关键变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焕发出

强大生机活力，引领 “社升资降”的历史进程，推动世界意识形态格局和社会思潮发生重大转向。一

是世界经济板块加速向东位移，世界力量对比呈现 “东升西降”态势。２１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经

济全球化危机四伏，资本主义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增长乏力；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崛起，经济增长贡献突出，成为世界经济新引擎，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板块

① 参见孙来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主题演进》，《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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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平洋板块转移。二是不同社会制度优势向东位移，世界社会思潮 “向东看”成为新趋势。经济危

机、金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在新冠疫情危机交织影响下，西方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

大，结构性矛盾激化，民主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主义”衰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严重挑战；与 “西

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强大优势，以其硬实力、塑造力、引领力和强劲发展潜力开拓世界现代化新境界和人类文明新未来，
向世界展现了改革、开放、创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世界思潮开始思考西方现代化模式

的普适性问题，转向东方、研究中国制度和中国方案成为全新视角。三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重大

议题，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极具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思潮。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和

思想理论，在资本主义矛盾突出、危机频发之时更加彰显先进性和生命力，受到国外部分政要、学者

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论著以多语言译本在海外传播，
展现了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形象、话语魅力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三）在解答时代之问中坚持和发展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

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重大转变并不意味着国际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根本性转折，使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处于世界 “高势位”仍需经历长期发展和斗争。面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和西方社会思潮

渗透，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重任。要统筹好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

系和话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一是要关注和解答时代之问，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历史性影响的世界社会思潮，一百多年来

每到大转折大调整大变革的历史关头，都成为世界向何处去的风向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面对全球化困境和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是迫切需要回答

的时代之题。①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内部矛盾进行批判，但阶级概

念和话语进一步退却，各种 “后”学话语和思潮兴起，其从文化或意识形态批判角度提出的全球发展

方案乏力。“一切划时代 的 体 系 的 真 正 的 内 容 都 是 由 于 产 生 这 些 体 系 的 那 个 时 期 的 需 要 而 形 成 起 来

的”②。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着力解答大变局下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重大问题，以融入

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破解资本逻辑与全球性危机交织的经济困局，倡导以多边主义和公正的国际格局代

替单边主义和西方国家一家独大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文明平等交流互鉴超越文明优越隔阂冲突，以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代替 “修昔底德陷阱”式的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建构起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引领时代的风向标，向世

界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发展路向。
二是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重点领域社会思潮的引领，辨析和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确保意识形态工作

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首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统领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确保党牢牢掌握引领社会思潮的主

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其次，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各阵地各条战线社会思潮的引领，以党的创新理

论激浊扬清，使意识形态工作在宣传、文艺、新闻、哲学社会科学、高校、党校、军队等各阵地全面

展开，重视互联网最前沿，加强网络社会思潮引领。再次，采取科学方式方法辨析和引领社会思潮。

①

②

参见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 出 一 条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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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确甄别社会思潮，对敌对社会思潮予以坚决批判，对人民内部

错误思潮进行辩证分析和建设性引领。最后，在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中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意识形态

建设的人民力量。“‘思想’一旦离开 ‘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 是否代表人民利益是衡量社

会思潮历史地位的根本，要准确理解 《宣言》所揭示的无产阶级从自在转变为自觉的历史主体的历史

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始终站在历史高位和人民立场，在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中增强人民对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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