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唯物史观阐释
———基于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的研究

赵摇 阵

揖内容提要铱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 这种自信来自对中

国道路合理性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

观, 结合这一理论研究能够深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 如何建设发展、 将会走向何处等

问题, 从而更好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难题的历

史过程, 通过解决历史性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 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于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揖关键词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摇 唯物史观摇 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作者简介: 赵阵 (1980- ),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 (湖南长沙摇 410073)。

方向决定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创造人民美好

生活的必由之路。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牢固树立道路自信, 这种自信来自对中

国道路合理性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

观, 结合这一理论研究能够深入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 如何建设发展、 将会走向何处等

问题, 从而更好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原本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 然而有些人却将其转化为抽象的理论分析,
以 “社会形态理论冶 断章取义地质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 马克思

就提出过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 对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如何发

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1881 年 2 月 16 日, 俄国女作家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 请他给出

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

理论的看法淤。 为了能够深入分析解答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演变问题, 马克思先后

撰写了四篇复信稿 (其中第四篇为正式复信), 在初稿和第三稿中多次提到俄国有可能 “不通过资

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冶, 而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 这一结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

史观分析现实具体问题所得出的认识成果, 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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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 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揭示社会发展是规律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 《 掖政治经济学批判业 序言》 中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思想, 提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

语) 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

来了冶淤。 社会形态的变革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

释,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这

一思想,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冶, 因此, “一个社会即使

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冶于。 唯物史

观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社会形态演变的视角和方法, 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方式在社会形

态演变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 生产方式的演变就可以把握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对待具体国家社会发展演变的问题上, 马克思一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 从未否定

过社会形态演变的特殊性。 比如, 他认为战争和入侵就可以使社会形态同化,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

拉伯人、 土耳其人、 鞑靼人和莫卧儿人, 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 按照一条永恒的历

史规律, 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冶盂。 再如, 交通和商品贸易的发展也会促进个

别民族社会形态发生突变, “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

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冶榆。 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是建立在对众多国家社会历

史发展考察基础之上的,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方法和视角, 当用它来分析解决具体民族国家发展道路

问题时, 必须结合社会现实方能得出结论。 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深刻阐释了社会形态演变的一

般规律与具体实现的辩证关系, 它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完善。
2. 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社会形态演变理论与民族历史实践的辩证统一

列宁早就指出,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

完全一样冶虞。 目的的一致并不意味着途径的一致, 恰恰相反, 各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冶愚。 各个民族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必然有各不相同的实现路径, 唯物史观

所揭示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规定, 因此,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

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 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冶舆。 走自己的路, 也就是在具体的历

史实践过程中探索出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道路, 而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道路或书本理论。
近代以来, 中国遭到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殖民, 在民族救亡过程中涌现出众多政党组织及社会团

体, 但是无数次的救亡图存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走向历史舞台中心, 带

领全国人民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转变成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尤其经过

改革开放的建设发展, 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雄辩地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

·69·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年第 9 期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91-592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9-1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68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5 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98 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57-358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 29 页。



如习近平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

统一,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冶淤。
中国人所走的道路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道路, 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 是在历

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民族实际所选择的正确道路。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难题的历史过程

恩格斯曾指出: “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 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 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

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 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 而有了大生产, 我们就能

左右一切。冶于 唯物史观所蕴含的上层建筑促进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牵引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揭示出社

会主义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的基本途径。
1. 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 进而推动经济基础变革

唯物史观认为, 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具有连续

性、 稳定性, 生产关系则相对灵活, 生产关系既可能落后也可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充分肯

定了生产力在矛盾运动中的支配性地位,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

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

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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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冶盂。 社会形态的转换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在先进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跨越 “卡夫丁峡

谷冶 理论中更是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反作用的实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 通过暴力革命掌握国家政权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 然后再利用制度优势牵引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建设发展, “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

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

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冶榆。
革命运动获得的国家政权成为确保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护卫力量, 唯物史观两对基本矛盾

中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功能立刻突显出来, 社会形态的更替固然需要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作为支撑, 但是也还需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牵引推动。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决

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 “既可以通过内部途径自我取代, 例如俄国和中国等国

的革命; 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帮助建立, 例如 ‘二战爷 时苏联将东欧诸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

放出来, 帮助他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冶。 而在当代社会,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更多是通过长期和平竞争, 通过创始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来战胜和逐步淘汰资

本主义冶虞。
2.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关键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月革命前夕, 考茨基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庸俗的 “经济决定论冶, 以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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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未发展到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冶 为借口反对俄国革命。 为此, 列宁反驳道: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

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冶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涵, “全面理解和把

握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要从 ‘唯物论爷 的角度重视经济因素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还要从

‘辩证法爷 的角度重视政治活动、 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 ‘创造自己的历史爷、 ‘使现存世界革命

化爷 等方面的巨大的 ‘反作用爷冶于。 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

也可发挥引导与规范作用。 事实上, 每个民族国家国情都大不相同, 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解决其

自身的经济社会问题, 各国共产党需要在遵循唯物史观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通过合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就当下而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体现公有制的本质, 要重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否则制度本

身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 习近平认为: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 揭示出生产力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 最革命的力量, 从而确

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冶盂 正是基于这一社会发展理念, 中国实行了以公有制

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极大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解决历史性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

道路自信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成功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现实具体问题, 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其本质

意义。 习近平指出: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 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

史性课题。冶榆 20 世纪末, 以苏联为代表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 “改旗易帜冶 的现象, 从社会主

义倒退到资本主义, 本国的建设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

的社会主义都建立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仅是第一步, 然后是要解决这

些民族国家的具体现实问题, 一劳永逸式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来就不存在, 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

程中, 苏东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可能在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 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冶虞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解决了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 更好地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 是经过实

践检验了的正确道路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前行的历史过程, 只有通过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解决所出现的各种

问题, 才能将这一伟大事业深入推进。 就当下而言, 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 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通过解决现实难题促进经济发展, 从而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力量, 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正如习近平所说: “我们讲要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 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

仰的强大物质力量。冶愚 正是因为要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所以需要不断解放思想、 改

革创新, 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又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

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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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冶

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时, 其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人民的幸福问题, “如果俄

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冶淤。 实现跨越的目的在于避免俄国重走西欧资本主

义国家原始积累的老路, 从而尽量减少甚至是避免人民群众遭受苦难。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

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自然也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人, 应该充分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 然而, 在私

有制社会, 由于阶级的分化, 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无

法得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克服了以往社会学说的历史局限, 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彻

底解放, 而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

话: 消灭私有制冶于, 共产主义最终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使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从而为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使社会成为一个 “自由人的联合体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虽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距离共产主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但是这条道路却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

会两极分化问题, 最终必然达到人人都能实现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1.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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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冶盂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

大发展,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资本扩张的副产品, 它只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 根本目的在于

永无止境地获取剩余价值, 与之相反, 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更为

发达、 社会财富更加丰富, 更关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确保

丰富的社会产品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

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包括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产生诸如贫富差距、 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 这些问题本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却是后进国家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难免出现的

问题。 习近平在 《发展不能走老路》 一文中明确指出: “发展不能脱离 ‘人爷 这个根本, 必须是以

人为本的全面发展, 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冶榆 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现实背景下, 社会主义国家克

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带来的社会异化问题至关重要。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助力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 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活跃, 于是有人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提出质疑。 这显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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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标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冶淤。 共同富裕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 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自从 《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 共产主义成为人们期望实现的理想社会目标, 然而由于共产主义距

离现实社会差距较大, 有些人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所在, 从而无法坚定这一远大的理想信念,
而远景目标的丧失必然导致脚下道路的迷失。 事实上, 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 而是人

类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 美好社会建设的逐步积累就必然会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以

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为基础, 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冶 的实现就是共产主义的有机组成部

分, 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迈进。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这一伟大社会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无

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 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冶于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 从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共产主义, 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充

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实践的创造, 是人

民群众的智慧结晶。 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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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

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 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冶盂 恩

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

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冶榆。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应着重汲取唯物史观

尤其是跨越 “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养分, 以丰富道路自信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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