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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乔木是中共杰出的理论家，曾先后长期担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助手。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系统阐述了他晚年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主要包括“文革”结束后的析“左”和纠“左”，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关于人道主义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
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极端复杂、难度很大且在理论界、有些甚至在全社会程度不同地引起过争论，
看法多有分歧甚至对立的政治理论问题。
通过梳理胡乔木晚年对这些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辨析和解答，可以窥斑见豹式地洞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轨迹，这对进一步加深和推动该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有重大
意义。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是2009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于2012年2月结项。
在全国224项结项课题中有28个课题获得优秀，该课题为优秀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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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书月，女，1958年6月生于河北省曲周县。
教授，博士。
现任邯郸学院副院长、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赵文化与区域经济）副主任、邯郸学院胡乔木
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
2001年起开始从事对胡乔木晚年的研究。
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教学与研究》、《河北师范
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胡乔木晚年专题论文多篇，达十五万余字。
2009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胡乔木晚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
参编党史教材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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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析“左”和纠“左”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 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
新见解 三、对“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主张 四、对中共犯二十年“左”倾错误原因的新分
析 五、对胡乔木析“左”、纠“左”的评议 第二章 对中共指导思想的新阐释 一、对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新阐释 二、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思考 三、对胡乔木有关新认识的评议 第三章 对社
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新探讨 一、对改革开放前中共社会主义观的反思 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
价 三、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认识 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五、对胡乔木有
关新探讨的评议 第四章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再思考 一、关于经济建设的再思考 二、关于民主政治建设
的再思考 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考 四、对胡乔木有关新认识的评议 第五章 对其他重大问题的
研究 一、19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二、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新主张 三、关于中
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四、评议 余论 一、理论思考中可商榷的几个问题及对其理论成就的总评价 二、
晚年取得辉煌理论成就的原因 三、晚年胡乔木的心境解读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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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析“左”和纠“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
革命”。
灾难过后，百业待兴，而从思想理论上析“左”、纠“左”，实现拨乱反正，可谓重中之重。
胡乔木复出后的主要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对毛泽东亲
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评价的任务逐渐被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中国为什么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不对？
应该如何给这场运动定性？
我们从中应汲取哪些教训？
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中共从理论上对国人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总结“文革”教训，正确阐释以上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胡乔木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际上，胡乔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1975年协助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就开始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80年前后在协助邓小平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时达到了高峰，他的主要论述大都集中在这个阶段。
1980年代后期，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为什么犯二
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以及审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的谈
话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认识，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与三十多年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但实践证明胡乔木三十多年前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
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基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在胡乔木晚年的治史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对待历史要用历史的分析方法，他对“文化大革命
”的分析，就采用了这个方法。
 （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特定内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
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十年内乱中曾反复被宣传，并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
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这个“理论”的提出，有一个酝酿过程。
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革命”的概念；1967年《红旗》第九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
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967年10月1_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
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
”，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
六个“要点”。
有关这个问题，邓力群在1981年曾回忆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
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最近王力写了一个交代，说把这些论点加以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作的。
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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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由鲁书月所著，这是国内第一本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全面地
研究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晚年思考的专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如果说，中国有幸，在20世纪出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那胡乔木的贡献，则表现在对这两位伟人的精神财富的整理、继承和发扬上。
石仲泉先生认为，胡乔木对党的许多“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阐述，“对党的思想理论建
设，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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