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中转之地ꎬ柳宗元与刘禹锡第二次又一同被贬ꎬ柳
宗元被贬广西柳州ꎬ刘禹锡被贬广东连州ꎬ二人共同

从长安出发ꎬ同行至衡阳再分途ꎬ一个西行一个南

行ꎮ 在衡阳分别时ꎬ柳宗元作有«衡阳与梦得分路

赠别»一诗ꎬ刘禹锡回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

赠别»ꎮ 因此ꎬ贬谪广东与广西的文人在南贬道路

上大多都要经过衡山ꎬ坐拥南下两广路途之交汇点

的地理位置使得衡山成了许多流贬文人在贬途中的

必游之地ꎬ他们游历衡山ꎬ留下的足迹与诗文ꎬ成为

南岳文化的传播者ꎮ
贬谪之游往往带有思归心绪ꎬ而衡山所在之衡

阳有回雁峰ꎬ传说大雁南飞至此而回ꎬ在被南贬文人

们看来就更加触发心中的伤感ꎬ此情此景往往引发

漂泊羁旅之悲和归思乡愁等情思ꎬ如柳宗元«过衡

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故国名园久别离ꎬ今朝楚树

发南枝ꎮ 晴天归路好相识ꎬ正是峰前雁回时ꎮ” [３] 就

是在经过衡山时发出想念故园之情ꎬ以雁回寄寓自

己的回归ꎮ
(二)山水漫游

唐时国家统一ꎬ物质生产丰富ꎬ社会生活富足稳

定ꎬ尤其是盛唐ꎬ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ꎬ
让人们有条件去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ꎬ旅游之风尚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悄然成风ꎬ除了以长安洛阳周边

为主的宴游、郊游ꎬ为应举求官、为求荐游走的宦游

外ꎬ山水游则是唐人漫游的重要部分ꎮ 南北文化存

在的差异触发了文人志士探访异乡的兴趣ꎻ山水游

是唐代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ꎬ文人们以畅游天下为

标榜ꎬ漫游范围很广ꎮ 衡阳远离京都ꎬ但南岳衡山的

山水和宗教文化为人们所向往ꎬ无论文人士大夫ꎬ还
是平民百姓ꎬ抑或僧人道士ꎬ都成为游玩衡山山水的

主体ꎬ如杜甫、孟郊、李端、张祜、曹松、裴说、贯休、张
乔等都曾漫游来过衡山ꎮ

如张乔留有诗歌«游南岳»ꎬ诗云:“入岩仙境

清ꎬ行尽复重行ꎮ 若得闲无事ꎬ长来寄此生ꎮ 涧松闲

易老ꎬ笼烛晚生明ꎮ 一宿泉声里ꎬ思乡梦不成ꎮ” [３]

既写出了游南岳如入仙境一般而希望长住于此的感

受ꎬ又通过涧松、笼烛、泉声等具体意象的呈现ꎬ将南

岳之游的所见所闻形象地展现出来ꎮ
唐代的文人不乏喜爱参佛参道之人ꎬ唐代不少

宗教高僧高士有很高的文学造诣ꎮ 而集佛、道于一

身的南岳衡山ꎬ成为他们的相交、会聚之地ꎮ 例如刘

禹锡、吕温、刘长卿与南岳衡岳寺灵彻有文学交往ꎻ
陆龟蒙、司空图、郑谷与齐己相交颇深ꎻ“仙宗十友”
之一的司马承祯与李白、韩愈、宋之问等都有往来ꎻ
徐灵期、储光羲、崔涂等人与南岳道士也有交往ꎮ 此

类交往也促使许多文士来衡山游山玩水加访友ꎮ 如

齐己就有«荆门送人自峨嵋游南岳»ꎬ可以作为此类

例证ꎬ诗题就表明和诗僧齐己交往之文人ꎬ从峨嵋出

发来游南岳ꎬ诗人也感慨“峨嵋来已远ꎬ衡岳去犹

赊”ꎮ 而这不远万里来游衡岳的原因想必与齐己曾

在南岳修行有关吧ꎮ
(三)祭祀祈福之游

自隋唐确立以衡山为南岳以来ꎬ南岳衡山被纳

入封建统治者的五岳祭祀体系ꎬ因此相关祭祀礼仪ꎬ
如等级(五岳视三公)ꎬ在国家祭祀规模中属于中祀

等级ꎻ祭祀频率ꎬ一年一祭ꎬ祭祀对象为炎帝与祝融ꎮ
唐代开元十三年ꎬ唐玄宗根据道士司马承帧的建议ꎬ
建立了“真君祠”(今南岳庙)ꎮ 天宝五年ꎬ唐玄宗又

封南岳为“司天王”ꎮ
唐代南岳的祭祀主要有遣使祭祀与委托地方长

官祭祀两种ꎮ 委托地方长官祭祀应该是常制ꎬ遣使

祭祀则为临时性祭祀ꎬ定期的常祀一般由当地的官

吏主祭ꎬ临祭则会派朝廷的重要官员来此ꎬ唐代由此

原因来到衡阳的官员有张九龄、张说、归崇敬、李知

柔等人ꎮ 张九龄本身是韶州曲江人ꎬ在其上京都求

官赴任途中已经到过衡阳ꎬ开元初担任宰相ꎬ被多次

派往南岳担任祭祀主祭ꎮ 写于来南岳祭祀途中的一

首«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ꎬ其中一句“峣武经陈迹ꎬ
衡湘指故园”ꎬ表明他心中已将衡山与家乡联系在

一起ꎬ自陕西蓝田长途跋涉来到衡山ꎬ相比路上的山

山水水ꎬ衡山与韶关的相邻ꎬ更让他有归属感ꎮ
与参与祭祀的人相比ꎬ来衡山祈福的则更多ꎮ

唐人对南岳人文景观文化价值的认识ꎬ其一是将其

视为长寿文化之山ꎮ 古代星象学认为南岳与主管人

间苍生寿命的轸星有对应关系ꎬ因而很早衡山就有

寿岳之称ꎬ这种观念在唐代得以传承ꎬ帝王选择在南

岳投简以求寿ꎬ唐诗中反映出文人也对南岳持有寿

岳观念:李白«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开篇两句

“衡山苍苍入紫冥ꎬ下看南极老人星ꎮ” [３] 突显衡山

高峻入天ꎬ俯视人间发现自己对应的星宿即是寿星

老人星ꎮ
其二是认为衡岳是灵岳ꎮ 山岳神灵的灵验自然

与民众信仰的普及密切相关ꎬ张九龄将南岳视为灵

岳:“将命祈灵岳ꎬ回策诣真士ꎮ 绝迹寻一径ꎬ异香

闻数里ꎮ” [１](«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他在南岳

拜神祈福ꎬ就是基于对南岳许愿祈福之灵验的信仰ꎮ
这种观念并不是单例ꎬ南岳在唐代直接被称为

灵岳的诗歌就有数首ꎬ如ꎬ“常愿入灵岳ꎬ藏经访遗

踪” [２]ꎬ灵岳成为南岳之代称ꎬ显示出认同其灵验的

信仰在当时社会传播得非常普遍ꎮ 不仅仅是文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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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上衡山祈福求香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风俗ꎬ陆
龟蒙«寄南岳客乞灵芜香»一句“闻说融峰下ꎬ灵香

似反魂”表明ꎬ民众信仰南岳之灵ꎬ已经在当时社会

广为传播ꎮ
(四)行脚云游

禅宗还是律宗抑或净土宗ꎬ在南岳共处而兴盛ꎮ
就禅宗而言ꎬ唐代南岳是南宗五家七宗的发祥地ꎬ怀
让在衡山修行三十余年ꎬ与弟子马祖道一形成南岳

系ꎬ后马祖道一去往江西弘法ꎻ慧思的另外一弟子青

原行思ꎬ有高足石头希迁ꎬ在衡山弘法四十余年ꎬ形
成青原系ꎮ

在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生活的时代ꎬ形成以两

位禅师居所为中心的江西、湖南交流ꎬ这种交流ꎬ有
的是ꎬ两位禅师相互推荐ꎬ使禅僧往来于江、湖之间ꎮ
更多的是ꎬ禅僧们在“行脚”时参拜著名禅师而自然

形成了“跑江湖”ꎮ 因唐代江西和湖南、湖北在禅宗

传法区域中的重要性和产生的重大影响ꎬ至少在南

宋时“跑江湖”己成为禅僧行脚参禅的代名词[４]ꎮ
而跑的这“江湖”中的一方重要据点就是南岳ꎮ 由

此可以想见ꎬ唐时南岳是禅僧行脚云游的重要山头ꎬ
贾岛诗歌«送僧游衡岳»:“心知衡岳路ꎬ不怕去人

稀ꎮ 船里犹鸣磬ꎬ溪头自曝衣ꎮ 有家从小别ꎬ无寺不

言归ꎮ 料得逢寒住ꎬ当禅雪满扉ꎮ” [３] 就是南岳在当

时是僧人们热衷云游之所的印证ꎮ 一句“不怕去人

稀”ꎬ道明在作者心目中衡岳路已是游人众多ꎬ这次

去云游的僧人不必担心没有同伴ꎮ
禅僧们的跑江湖无疑加强了唐人视南岳为佛教

重镇的印象ꎬ这种跑江湖势必要游南岳的观念由此

蔓延到隐居之人ꎮ 贾岛诗歌«送郑山人游江湖»:
“南游衡岳上ꎬ东往天台里ꎮ 足蹑华顶峰ꎬ目观沧海

水ꎮ”题目标为送好友隐居之士游江湖ꎬ而内容起首

即提到南游衡岳和东到天台ꎬ显见游衡岳与跑江湖

之相关性已得到大众的认同ꎬ深入人心ꎮ
高僧的南岳行脚云游之盛ꎬ让与他们交往的文

人印象深刻ꎬ如贾岛«酬慈恩寺文郁上人»诗云:“闻
说又寻南岳去ꎬ无端诗思忽然生ꎮ”一个“又”字道出

南岳是僧人们多次云游之地ꎮ 而唐诗中有着数量不

菲的送别僧人好友去南岳的诗歌ꎬ更是南岳行脚云

游之盛的明证ꎮ 如刘禹锡«送深法师游南岳»ꎬ齐己

«送禅者游南岳»、«送楚云上人往南岳刺血写<法华

经>»等等ꎬ其中周贺的一首«送宗禅师»可为代表:
“衡阳到却十三春ꎬ行脚同来有几人ꎮ 老大又思归

岳里ꎬ当时来漆祖师身ꎮ”一句“行脚同来有几人”直
接明了地表明僧人来衡山行脚云游已是一种常见

现象ꎮ

高僧到南岳行脚的风俗ꎬ也带动了道士到南岳

的云游ꎬ唐代的南岳已是一个重要的道教文化中心ꎮ
南岳有五岳庙中规模最大的南岳大庙(唐开元十三

年)、著名道教圣地黄庭观(唐武德元年)ꎬ除了道观

的建成与发展ꎬ南岳出现的道教名士也是南岳道教

发展的明证ꎮ 开元初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来到南岳ꎬ
法从甚众ꎮ 其弟子薛季昌、王仙峤ꎬ亦被封为天师ꎮ
道教文化的繁荣让南岳也成为吸引道士云游之所ꎮ
李白的«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ꎬ就印证了这

一现象:“吴江女道士ꎬ头戴莲花巾ꎮ 霓衣不湿雨ꎬ
特异阳台云ꎮ 足下远游履ꎬ凌波生素尘ꎮ 寻仙向南

岳ꎬ应见魏夫人ꎮ” [３] 交代了女道士是吴江人ꎬ来南

岳寻仙ꎬ实属远游ꎬ由此也说明南岳已成为天下道士

所向往的寻仙之地ꎮ

二　 唐代衡山旅游的特点

唐代衡山旅游种类不少ꎬ但唐代衡山并没有形

成今天所谓的经典景点、著名景点ꎬ故而唐时的衡山

旅游并不会是以景点为中心的走马观花ꎮ 相比今天

的景点开发、商业化模式ꎬ其时的旅游有着其自身的

特点:
(一)重体验与感受

虽然唐代衡山之旅的种类有不同ꎬ但各类旅游

有着一个共同点特点ꎬ那就是重视体验与感受ꎮ 其

时的文人墨客的旅游ꎬ注重获得文化的熏陶ꎬ得到精

神层面美的感受ꎮ
如卢肇«登祝融寺兰若»诗云:“祝融绝顶万馀

层ꎬ策杖攀萝步步登ꎮ 行到月宫霞外寺ꎬ白云相伴两

三僧ꎮ” [３]诗人在历经拄着拐杖ꎬ攀着岩壁的藤萝ꎬ
一步步小心翼翼的万余层艰难攀登之后才登上祝融

峰ꎬ然而这种艰辛过后带给诗人是如仙境般的美的

感受ꎬ此间的寺庙如同在天上的月宫之中ꎬ僧人们都

如驾云腾雾般地飘逸ꎮ
除了感受到美ꎬ唐人的衡山之游更能体会到与

尘世相隔的幽静、淡然、超脱ꎬ如张乔«游南岳»:“入
岩仙境清ꎬ行尽复重行ꎮ 若得闲无事ꎬ长来寄此生ꎮ
涧松闲易老ꎬ笼烛晚生明ꎮ 一宿泉声里ꎬ思乡梦不

成ꎮ”诗中给人描绘的南岳之游ꎬ根本不见什么经典

景物ꎬ诗歌前四句只着眼于游者的行为和感受ꎬ一句

行尽复重行ꎬ写尽了游人对此处的喜爱和反复体验ꎬ
而带来这种感受的ꎬ只见到山岩、山泉、松树、灯笼ꎬ
以及由黑夜衬托的烛火的光明、泉水的滴咚声而组

合成的光与声的情境ꎬ并由此引起的思乡之情ꎮ 当

然作者也交代了能够作这种深入的体验式旅游的前

提ꎬ是“若得闲无事”ꎮ 由此可以想见ꎬ快餐式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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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ꎬ赶鸭子式的规定时间类的旅游ꎬ难以感受到此等

情境ꎮ
而僧道们的行脚云游ꎬ更是基于对精神世界的

陶冶ꎬ因而是一种以多日居住ꎬ交友访道式的旅居型

的旅游ꎬ这种更重视在衡山的山水环境中获得某种

提升其宗教领悟的灵感ꎬ故而亦以体验和感受为重ꎮ
(二)喜探寻遗迹

衡山历史悠久ꎬ有着众多美丽动听的传说ꎬ而传

说中的神仙、名人留下各种相关的文化遗迹ꎮ 而唐

代文人们来到衡山ꎬ每每都要去找寻遗迹ꎬ从而验证

各类传说ꎬ这些遗迹和传说以舜、大禹、魏夫人为

代表ꎮ
舜帝南巡至衡山的事迹在不少典籍中都有记

载ꎬ«尚书舜典»记载:“南巡守ꎬ至于南岳ꎬ如岱

礼ꎮ”另外«南岳志»记载ꎬ安上峰有舜溪、舜井、舜洞

等地名ꎬ«一统志»也有相关记载ꎮ 唐代诗人上衡山

也会寻找舜帝之遗踪ꎬ朱庆余有首«舜井»就是咏叹

舜帝遗迹:“碧甃磷磷不记年ꎬ青萝锁在小山颠ꎮ 向

来下视千山水ꎬ疑是苍梧万里天ꎮ”诗歌显示出诗人

亲临衡山舜井遗迹ꎬ并由舜帝南巡事迹ꎬ将衡山与九

嶷山联系起来ꎮ
据传ꎬ在南岳衡山的岣楼峰上曾立有一座大禹

亲笔手迹的石碑ꎮ 唐代文人也都于此有耳闻ꎬ刘禹

锡“尝闻祝融峰ꎬ上有神禹铭ꎮ”就很清楚地说明他

听说的大禹碑铭在祝融峰ꎬ韩愈则为此特意去寻找ꎮ
其«岣嵝山»整首诗歌就是叙述到岣嵝峰寻找禹碑

一事:“岣嵝山尖神禹碑ꎬ字青石赤形模奇ꎮ 科斗拳

身薤倒披ꎬ鸾飘凤泊拿虎螭ꎮ 事严迹秘鬼莫窥ꎬ道人

独上偶见之ꎬ我来咨嗟涕涟洏ꎮ 千搜万索何处有ꎬ森
森绿树猿猱悲ꎮ” [３] 他听说的禹碑则是在岣嵝峰ꎬ诗
人想象禹碑模样ꎬ并说明禹碑所见者少ꎬ自己千搜万

索都没有寻见ꎮ
传说中曾在衡山修行的魏夫人ꎬ在唐代文人意

识中ꎬ也会将其与南岳相联系ꎮ 李白«江上送女道

士褚三清游南岳»云:“寻仙向南岳ꎬ应见魏夫人ꎮ”
作为道教上清派祖师ꎬ魏夫人自然被学道者所追崇ꎬ
而南岳则是觅其遗踪的去处ꎮ 杜甫也在眺望南岳时

想起了魏夫人:“恭闻魏夫人ꎬ群仙夹翱翔ꎮ” [３] 可见

在他心目中ꎬ南岳是道教仙山ꎬ群仙闪耀ꎮ
(三)多重组合性

南岳衡山是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的结合体ꎬ唐
代文人雅士的衡山之旅ꎬ也是在亲近自然与感受人

文上都有收获ꎬ因此唐代衡山旅游的又一特点就是

多重组合性ꎮ
一是美景上的多重组合ꎬ纵情山水时ꎬ往往又寄

意于烟霞ꎬ流连于古庙时ꎬ亦听闻猿鹤之鸣ꎬ远近之

美ꎬ高低之间ꎬ声色之中ꎬ无不带着美意ꎮ 人文主义

地理学认为ꎬ诗词中的地理认知客体主要包括山岳、
水文、气象、生物、建筑等 ５ 种类型[５]ꎮ 从这一层面

出发ꎬ唐人南岳之旅多以两种及两种以上类别的组

合形式出现ꎬ在相互叠加的感官中获得立体的感知

体验ꎮ 山岳风光与云雾、泉溪、竹、松、猿、鹤、寺庙等

多重组合在一起ꎬ从而产生诗般的意境与美的感受ꎮ
二是情感收获上的多重组合ꎬ唐时衡山之旅ꎬ既

欣赏了美景ꎬ也体验了衡山的宗教文化ꎻ既找寻了前

贤留下的遗迹ꎬ又完成了求寿祈福的心愿ꎻ既感受了

衡山的寺庙生活ꎬ也完成了访友拜圣的初衷ꎮ

三　 对今天南岳旅游开发的启示

(一)策划专题体验型旅游

从唐代南岳的旅行种类来看ꎬ不同人群有着不

同的旅游目的ꎮ 不过与今天的衡山旅游现状相比ꎬ
他们共同的重视文化体验、山水体验的体验型旅游

是今天所缺乏的ꎮ 当然ꎬ当今社会生活速度较快ꎬ不
是所有的旅客都有心境与时间来静心体验ꎮ 故而加

强体验型旅游ꎬ应当策划一些专题性体验旅游ꎬ如山

居之旅、宗教之旅 ꎬ这类专题体验型旅游与大众几

日游那种区别开来ꎬ时间较长ꎬ吸引一些有这类需求

的各界人士来感受与体验ꎮ 如山居之旅ꎬ在山上将

一些民居开发成休假式公寓ꎬ在暑期等节假日吸引

度假旅游家庭个人来体验山居生活ꎬ并结合衡山历

史文化古迹ꎬ设计具体的体验活动ꎬ营造景观还原历

史场景ꎬ制造一定的体验氛围ꎬ将山居生活与文化古

迹感受相融合ꎮ 宗教之旅ꎬ则可将体验南岳道教佛

教历史与感受今天的寺庙日常修行生活相结合ꎮ 故

而可以修葺与新造一些留存与历史文献之中的宗教

文化景观ꎬ如除禅宗外ꎬ唐代净土宗在南岳也得到了

相当的发展ꎬ净土宗的三祖四祖都与南岳结缘ꎬ因此

可以修建相关的纪念性景观ꎬ让体验型旅游不只是

拘泥于自然山水ꎬ还应感受人文历史背景ꎮ
(二)景观、环境的多重营造组合

南岳一些著名景点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较高ꎬ对
游客的吸引力相对较强ꎬ但如果仅仅就看这些著名

景点ꎬ就容易陷入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ꎮ 通观唐

人的体验式旅游ꎬ大多是建立在景观的多重组合的

基础上ꎮ 我们可以以著名景点为中心ꎬ在保留那些

著名景点为旅游核心内容的前提下ꎬ关注与挖掘这

些景点周边的新型景观ꎬ如山岳型景观配以气象型

景观开发ꎬ增加人工云雾、烟、雨、冰雕等与之组合ꎻ
在靠近水源的山岳景观ꎬ开发出水文景观与之增色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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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植被茂盛的景点ꎬ增加生物型景观ꎬ可以是石

雕型猿猴、松鹤等等ꎬ也可以是造型别致的仿动物形

状的游乐设施、休息器材ꎮ 这样ꎬ避免总是山岳型景

观重复出现而导致游客感觉单调ꎬ同时在新开发的

组合景观上游乐、休息ꎬ增长游客停留时间ꎬ从而加

强旅游的体验感ꎮ
(三)加强历史人文景点的开发

南岳旅游开发现在还多停留于沿着南天门登上

祝融峰的主线路登山赏景ꎬ外加烧香祈福ꎮ 实际上ꎬ
南岳的许多古迹、宗教文化、书院文化都没有得到应

有的开发ꎮ 有关历史人文景点的开发ꎬ衡山已经落

后于其他地方ꎬ如杭州灵隐下天竺法镜寺根据苏轼

所写的«圆泽传»ꎬ开发了三生石景点ꎮ 随着一些影

视剧对三生观念的推荐ꎬ三生石景点已经成为热门

旅游景点ꎮ 而其实最早的三生石传说ꎬ是在衡山ꎮ
南朝慧思大师在衡山留下了三生故事的传说ꎬ唐代

齐己有诗云ꎬ“自抛南岳三生石”ꎮ 到宋代惠洪«冷
斋夜话»说“东坡删削其传ꎬ而曰圆泽ꎬ而不书岳麓

三生石上事” [６]ꎮ 可见从唐至宋的僧人都认定三生

石在南岳ꎮ 而杭州天竺寺仅根据苏轼一篇传记就开

发了景点ꎬ而衡山有慧思的三生藏等真实古迹ꎬ以及

唐诗宋文之记载ꎬ却到今天还没有开发出有关三生

石的任何景观ꎮ
三生石的开发还只是个例ꎬ实际上衡山作为南

宗禅之祖庭ꎬ同时也是净土宗三祖承远大师、四祖法

照大师修行过的地方ꎬ著名诗僧齐己更是号称自己

是“衡岳沙门”ꎬ可见仅佛教历史文化古迹就有足够

多的可开发资源ꎮ 更何况衡山也曾是道教名山ꎬ被
尊为紫虚元君的上清派开派祖师魏夫人ꎬ被唐代皇

帝封为天师司马承祯、薛季昌ꎬ被宋代皇帝追谥这真

人的前朝高道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徐灵期等“九
仙”ꎬ都留下了不少文化古迹ꎮ 除此以外ꎬ衡山的书

院文化、南岳诗词等等ꎬ都是可以开发的文化资源ꎮ
总之ꎬ太多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未深入开发、宣

传ꎬ希望今天的衡山旅游开发朝着人文与自然结合

的方向发展ꎬ让更多的游客认识到衡山除了自然美

景之外ꎬ还有如此多的人文珍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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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理论自信系列重要论述研究

吴　 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赐予ꎮ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ꎬ既与中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ꎬ也与社会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有关ꎬ还必须联系苏联解体、东
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与条件ꎮ 增强理论自信ꎬ必须直面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

识领域的边缘化存在以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对薄弱的实际状况ꎮ 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ꎬ进一步为发展和创新马

克思主义做出原创性贡献ꎬ进一步展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增强理论自信的着力方向ꎮ
[关键词] 　 理论自信ꎻ　 理论自觉ꎻ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７５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０－０６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

理论指导的党ꎬ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ꎮ 我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必须高度重视理论

的作用ꎬ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ꎮ” [１] 深入阐释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理论自信的系列重要论述ꎬ全
面分析增强理论自信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ꎬ
积极探索增强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ꎬ对于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意义重大而深远ꎮ

一　 理论自信提出的基本考量

关于理论自信ꎬ毛泽东作出过经典的概括:“自
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ꎬ中国人在精

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ꎮ” [２] 这是我们党对理论自

信最集中最充分的表达ꎮ 从根本上说ꎬ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历经近百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

力ꎬ是因为具有以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理论自觉ꎮ
基于这一理论自觉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以改变世

界为历史使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马克

思主义作为始终不渝的指导思想ꎮ 对于一个用马克

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来说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

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ꎮ 今天谈论理论自信的命

题ꎬ首先需要明确与澄清的是ꎬ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

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赐予ꎬ而不是别的什么思

想或理论的激励ꎮ 换言之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保持理论自信的力量源泉和最为深刻的根

据ꎮ 正如习近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

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ꎬ就
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ꎬ没有一种思想

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ꎬ也没有一种学说能

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

响ꎮ” [３]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构筑起中国共产党

人深厚的精神基础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供了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思想武器ꎮ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

想和科学理论在塑造出一个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

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同时ꎬ也赋予

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政党特征和坚定的理论自信ꎮ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ꎬ首先是与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有关ꎬ因而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具有理论优势自

我表达的意义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共产党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崭新命题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ꎮ 中国加速向世界中心挺

进的卓越表现首先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ꎮ 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

大会上指出的:“当今世界ꎬ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ꎬ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ꎮ” [４]１２中国

道路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相伴相随ꎬ没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ꎬ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ꎮ 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无可辩驳地证

明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正确理论ꎬ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理论自信无疑是道路自信的逻辑

必然ꎬ也构成文化自信的核心ꎮ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ꎬ其次与当

下社会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有关ꎬ因
而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具有积极的政治回应的意

义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在中国道路探索的过程中ꎬ一直

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社会思潮的争论ꎬ一直受到

国内外关于改革方向错误论调的侵扰ꎬ构成中国改

革开放历程的特殊景观ꎮ 其中既有新自由主义思潮

的强力鼓噪ꎬ也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懈推销ꎮ
这些社会思潮以外部反思的方式无视中国特殊的国

情和条件ꎬ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

一方案ꎬ试图影响中国改革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正确方向ꎮ 当下社会

意识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劲表演ꎬ无论在思想空

间还是在实践空间都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

了重大的冲击ꎬ这种实际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示和说

明了中国道路探索的复杂程度和中国改革发展所处

的关键阶段ꎮ 就此而言ꎬ理论自信的命题的提出是

有的放矢ꎬ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ꎬ也蕴含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明确态度ꎬ
可以视为针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正面回应ꎮ

理论自信的命题在当下之所以凸显ꎬ还必须联

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

的背景与条件ꎮ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自信ꎬ不仅

蕴涵有中国视野ꎬ也体现了世界视野ꎬ是中国视野与

世界视野的统一ꎮ 宣示和强调理论自信不仅具有社

会主义在逆境之中自我正名的意义ꎬ也具有保持中

国共产党人面对低潮时战略定力的意义ꎮ 且不说苏

联解体、苏共下台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ꎬ仅就背

离和放弃社会主义这一实质而言ꎬ也不能得出这一

历史事件是社会主义的失败ꎮ 换言之ꎬ苏联社会主

义的挫折ꎬ既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明ꎬ也不能颠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习近

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时代在变化ꎬ社会在发展ꎬ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依然是科学真理ꎮ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

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ꎬ但从世界

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的大视野来看ꎬ我们依然处在马克

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ꎮ 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

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

据ꎮ” [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理论自信ꎬ不是一个孤立

的政治话语ꎬ它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

起ꎬ汇合成中国自信的基本框架ꎬ是中国在经历苏联

解体之后的困难期后向主动性姿态转变时释放的政

治信号ꎮ

二　 增强理论自信需要直面的若干重大问题

习近平指出:“理论上坚定成熟ꎬ什么力量也不

能动摇我们ꎮ” [５]３３９真正的理论自信ꎬ必须根植于对

世界历史进程重大变化的科学认识和解决ꎬ阐明解

决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ꎻ必须不断增强理

论创新的彻底性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

理论概括真正达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最深处ꎻ必须不

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ꎬ不断改善硬实力与软实力

之间的落差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错综复杂的国际

国内条件和丰富生动的中国实践同时提出了增强理

论自信的现实紧迫性ꎬ折射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推动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ꎮ
(一)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ꎬ是增强理论自

信需要直面的第一个突出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ꎬ全球化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

今时代特征无法绕开的词汇ꎬ全球化的逻辑成为当

下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机制ꎮ 资本

主导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性现象ꎬ
具有显著的两重性ꎬ既内含创造文明的逻辑ꎬ也内含

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ꎮ 两者相比较ꎬ“追求价值增

殖的逻辑更为根本” [６]ꎮ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

用ꎬ还不能只停留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分析ꎬ更
为重要的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ꎮ 在新自由主

义的推波助澜下ꎬ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在

遭遇严重的困境和挑战ꎮ 全球化并没有像西方承诺

的那样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的差距ꎬ反而进一步强

化了贫富两极世界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ꎬ“新一波

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

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

受挫者ꎬ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

者的群体” [７]ꎮ 资本在成就西方作为全球化发起者

的同时ꎬ也为西方世界的危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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