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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坚定、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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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HT3K〗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  

    

〖JZ〗越南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德平  

    

 

    

    

    

    

〖HT3H〗〖GK1〗编者按〓〖HT3H〗2007年9月5日~6日，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连续发表了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

席、越南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德平题为《继续坚定、创造性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文。  

    

    

《人民报》在发表时写了如下按语：我们谨向读者介绍阮德平教授所写的文章。文章分为四个部分：正视民族历史的选择；世界在变，时代未

变；继续以坚定、革新、创新的精神走时代之路；不要幻想于民主社会主义，走“第三条道路”。  

    

    

阮德平的文章，其观点、立场明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越南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历史的分析；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及其革命学说进行了抨击；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作了剖析；对当今时代依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作了

阐述；特别是第四部分点名批判了谢韬等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文章中直接批判中国学者，在越南是十分罕见之事。此文虽然是以

阮德平个人名义发表，但反映了越南党、越南理论界不少人的基本观点。现将阮德平文章的主要论点摘登如下。〖HT〗〖HK〗  

    

 

    

    

    

〖HT3H〗  

    

在上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发生政治变动后，出现了一场从各个方面攻击、批判、诬蔑、抹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役。近

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断诬蔑、诽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学说，现在他们好像获得了“黄金的良机”，更加露骨地歪曲、



摧毁并妄想永远埋葬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学说〖HT3F〗。面对这种形势，许多人对其理想发生了动摇，〖HT3H〗有人劝说我们党应自我放弃马克

思列宁主义，自我放弃胡伯伯和我们党已经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HT3F〗还有个别人认为我们选

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假使当时选择其他道路，我们依然可以获得独立，经济照样可以得到发展，同时又可

以避免几场艰苦、流血的长期战争。难道历史将会重演：在21世纪初，我们的民族要像20世纪初那样去“寻路”、“选路”吗？难道我们党在

1991年制订的纲领已经过时了吗？  

    

〖HT3H〗  

    

一、 走什么道路正是民族历史的选择  

    

〖HT3F〗  

    

我们不能接受“选错道路”的假说。问题在于实际上走什么道路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历史客观现实所决定。在越南共产党诞生

前，越南北方、中部、南方反法殖民爱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这些运动照亮了越南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但最后还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归根

结底是救国路线的失败。  

    

〖HT3H〗  

    

只有阮爱国（即胡志明，下同）把握住了民族历史的要求，把越南引向新时代的轨道。阮爱国肯定地指出：“要想救国和民族解放，别无他路，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使全世界劳动者摆脱奴隶地位”。于是阮爱国创建了越南共产

党，把民族独立纲领路线与社会主义紧密联在一起。〖HT3F〗这一路线使得越南革命事业不断得以发展和壮大，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阻挡它。

在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越南人民取得了1945年8月总起义的胜利。8月革命胜利后，越南渴望和平建设国家，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再次

出兵侵占了越南。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越南人民进行了长达9年抗法战争和30年反美战争，以1975年春季胜利为标志，全国独立和统一，进入国

家建设时期，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从1975年到1985年，国家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战略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犯了

重大的错误，其原因是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主观、唯意志论，一些做法和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1986 年，越共六大对所犯错误进行了严肃地自我批评，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提出革新路线。越共六大是我党和我国社会主义革新、建设和发展

的重要转折。2006年，越共十大对20年革新做了总结，认为革新事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概括地说，近百年来，越南民族为了

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艰苦的摸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阮爱国和越南共产党把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联结，才开辟了新的道路，这

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历史实践的正确选择。因此，只要我们事实求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事实，那么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民族正在走的社会主

义道路。  

    

〖HT3H〗  

    

二、世界在变，时代未变  

    

〖HT3H〗  

    

这里所说的“世界在变”，主要涉及到上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引起世界秩序颠倒。而“时代未变”是说尽管世界已经变化

了，但时代的性质依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1．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是20世纪最悲惨的事件，使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各民族为全世界独立自由而斗争的革命事业遭受到从

未有过的巨大损失。〖HT3F〗这一事件改变了全球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革命力量。西方帝国主义各种势力欣喜

若狂地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告终，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死亡。这些人毫不掩盖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意图。但是，我们要明明白白

地告诉他们完全不存在“告终”之说。革命步伐虽慢下来，然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扭转历史的车轮。〖HT3H〗在苏联刚解体之时，我们党就总

结出苏联垮台的两个原因：〖HT3F〗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暴露出建设和发



 

展模式的缺陷，但没能及时发现和加以克服，使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最终引发了社会经济危机。〖HT3H〗主要和直接原因是在“改组”过程

中，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和思想组织路线方面犯了严重错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一些最高领导人反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HT3F〗  

    

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战略，他们利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及错误路线，大力推动极其恶

毒的“和平演变”战略，全面、露骨地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最后，帝国主义达到了它们不用战争就废除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

目的。当然, 如果“改组”有正确路线指导；如果2000万共产党员有革命警觉性和高强的战斗力，不让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操纵党的领导机关；

如果在党、国家和人民之间有高度的统一，那么他们的谋图是不会得逞的。  

    

〖HT3H〗  

    

建立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家对这一点早就做了预报。确定正确的革命方向对建设

社会主义是最基本的，但这依然不够，还必须把正确的方向具体化为“模式”（包括机制、形式、步骤等等），以及在实际条件和要求发生变化

时，善于调整和变革模式。〖HT3F〗评价在苏联采用的社会主义首个模式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事，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具体的历史观点。

〖HT3H〗一些人通过批判苏联“模式”是为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HT3F〗苏联社会主义首个模式是在特殊环境

中诞生的。从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制度的条件极其困难和复杂：落后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遭受重创，接踵而来的是内战，尔后则是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战争，受到经济包围和所有其他方面的包围，等等。此外，尽管在上世纪

20年代初，列宁已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但列宁去世后，这一正确的政策没有得以贯彻和实施。而且，〖HT3H〗从上世纪20年代未和30年代初，

爆发新世界大战的征兆愈益显露。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迅速地把落后的俄国变成工业强国，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

础，改变落后状况，一方面是为了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危机。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在最短时间解决，已成为摆在苏维埃祖国命运和社会主

义制度面前的生死攸关问题。  

    

〖HT3H〗  

    

〖HT3H〗  

    

在上述恶劣的条件下，苏维埃国家不能不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化机制，这一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种建设和创造力量。众所周知，苏联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事业，其中一半的时间是用于内战，反对干涉战争和战后经济恢复。只有社会主义发挥了高度的英勇精神，牺牲了几

千万人民群众，才取得了这样的奇迹。因此，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第一个模式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作用。〖HT3F〗造成经济社会停滞的主要错误是

没能尽早发现和纠正模式的缺失，特别是当经济已失去广度发展的可能，要求必须转向深度发展时期，以及资本主义已引领新的科技革命时，苏

联依然坚持原有模式不变。  

    

〖HT3H〗  

    

模式的重大缺失是高度集中计划的绝对化，集体原则的绝对化，忽视了个人的主动和创建作用，主观地拒绝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实施包给制

度，取消直接利益动力，因而导致劳动者个人和经济单位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HT3F〗过长过久地维持包给、官僚集中机制是苏联经济从世界

发展最快和科学技术进步达到顶峰的经济，陷落为停滞状态，发展速度逐渐放缓，生产力日趋衰落，经济效果愈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

活越来越困难，经济陷入严重恐慌和危机。在经济遇到困难时期，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美国军备竞赛的挑战，依然把过多的财政预算用于

国防建设。  

    

〖HT3F〗  

    

旧模式的错误和缺陷不只表现在经济领域。它还体现在政治系统，党的领导方式，国家管理作用，党、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等领域。旧模式最大

的缺点之一是没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严重违背了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官僚主义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但是，在旧机制下无法阻止

它的发展和蔓延。由于经济机制、管理机制、政治系统及其与人民关系相联的改革进展缓慢，因此，其后果是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

展程度差距缩小的趋势，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逆转。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明显差异和不足，体现在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两个

方面。这是列宁所说的最终决定新制度完全胜利的要素。  

    

    

上述主观错误是使社会主义制度衰弱和最终陷入恐慌的深层次原因。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产生的缺陷和所犯的错

 



误，而是由于教条主义、主观和唯意志违背了辩证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灵魂”。我们认为，在由于旧模式缺陷和错误造成的社会主义

停滞和危机的形势下，为了改变社会主义模式所进行的“改组”是必然的，但垮台则不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如何改组，改组的目的是什么，按照

什么路线改组。历史没有“如果”的字眼，但历史提供的教训不应丢弃。〖HT3H〗假若能按照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正确

路线进行“改组”，不犯上面提及的极其严重的错误，那么苏维埃联邦怎么会出现连西方国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垮台局面。因此，把苏联倒台视为

社会主义的“告终”，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亡”，视为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时代的“结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HT3H〗  

    

2．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惨祸表明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HT3F〗它是在连续探索和试验中、在新与旧之间激烈与复杂斗

争中，在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反对中诞生的。在探索、试验和斗争过程中，有时由于主观错误，有时由于力量对比不足，有时由于环境不顺

利，有时由于上述几个因素相结合的作用，使其新制度暂时不能实现或遭受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典型的是法国革命，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更是这样，因为与所有剥削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在质上是一个崭新的制度。  

    

    

自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习惯于看到世界革命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三大革命潮流不断向资本主义发动进

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只看到“一帆风顺”的形势，因此，当革命受到挫折，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片被突破、倒塌时，许多人感到

万分恐慌，不知所措。这是认识上的重大教训。现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处于十分复杂的时期，坚定的共产人依然肯定世界虽变化了，但时代并没有

改变其性质，仍然是1917年伟大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苏联倒台具有“历史终结”和“资本主义永存”的意义。这种观点刚一出现就被西方学术界所批驳。人类社会历史是在矛盾

中不断向前运动和发展的，这种矛盾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要什么时候还存在资本主义，还存在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矛盾，

那么在资本主义转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矛盾就愈益积累和扩展。按照历史—自然规律，人类历史运动轨迹的方向，只能是资本主义必然消亡，

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HT3H〗  

    

还有同志认为，在当今世界状况下，尤其苏联解体之后，不需要再提时代的定义，因为世界社会主义是很遥远的事，肯定现时的时代没有什么意

义，相反容易造成主观幻想，漂流在现实行动之中。这样的观点没有任何说服力。时代如果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那么我们的

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就没有了客观世界历史的基础，革命者就失去了对革命前途的理想信念。时代观念如果不清楚和不准确，那么就不可能有清

晰、明确的革命方向。如果缺少高瞻远瞩的目光，如果不能确立正确的时代轨道，那么革命事业和各民族发展前进的道路就将难以取得胜利。  

    

〖HT3F〗  

    

在这方面，我们的民族已经有了可以说是经典性的教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间，反法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其深刻原因在于当

时推动运动的知识人士，尽管爱国热血和斗争志气有余，但对世界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局限，看不到天下大局。而阮爱国为了观察世界和寻找道

路，奔波于世界各地，通过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实践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正确认识到新时代是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

代，从此以后，阮爱国主张把越南革命置于正确时代的洪流之中，提出了“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加可贵的”和“想要救国和民族解放，没有他

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等论点。我想这是胡志明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谁忘记了这一点，就根本无法正确理解胡志明思想，就不知道越

南革命最基本的原理是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原理是近八十年来越南革命胜利的旗帜和党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现在已不需要也不应该重提关于时代的定义，而我们则认为在极其混乱、复杂和充满不确定变动的世界形势下，现在更加

需要大力肯定时代的内涵和时代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将失去方向，难以避免失败。在党内、在领导干部中、在理论研究中以及在

国际关系参谋机关都需要透彻认识这一问题。〖HT3H〗当然，我们需要把战略原则的坚定性与实践策略的柔软性和聪明性结合起来。现在还有意

见认为，必须用关于时代的新观念去替代已经落后的、已经过时的、已经被历史超越的旧观念。现在的时代，根据他们的认定，是后工业时代，

也可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时代抑或信息文明、智慧文明时代，等等。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如果用在必要的正确地方，尤其是用于具

体经济学研究和具体社会学研究工程，那么上述概念就很有意义，能赋予有益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是轻视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缺少这



些就不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HT3F〗  

    

但有一点需要分别清楚：〖HT3H〗在各种场合中文明时代的概念，其实质主要是指技术文明，这些文明并没有把社会的完整图像和人类社会历史

的运动作为一个总体，没有确定各种社会制度性质。〖HT3F〗这些文明不允许事务深入到本质、根源，以及符合从这一社会制度走向另一社会制

度，从这一历史时代走向另一更高历史时代规律转变的真正动力。〖HT3H〗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具备了这种可能，才能帮助把认

识深深浸透到历史过程之中，并从中发现历史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帮助认识真正科学地再现世界社会历史各时代的本质。  

    

〖HT3F〗  

    

我们知道，〖HT3H〗马克思主义出发于社会生产，人不只是与自然有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有一定的必然关系，亦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符合

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合成生产方式，它是产生政治、思想、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

证关系，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是社会革命的深刻根源，导致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走向另一种更高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世界历史前进运动过程的概括结果。  

    

〖HT3F〗  

    

世界历史不过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诞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是符合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走向高级规律的相互替代的历史。这正是关于时

代，确定历史时代的客观、科学基础，实践和理论基础。因此，讨论社会历史时代，不能不出发于社会经济形态。这种方法并不对立和排除文明

方法，相反，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难道不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涉及到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吗？因此，人们

完全可以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但是，讨论世界社会历史时代，其根本之点必须依靠接近于形态法，依靠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这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是没有其他什么方法能够替代的。定义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必须建立在上面所提及的科学方

法的基础上。 ( 世经政所谷源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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