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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有信仰，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信仰。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员不准搞封

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1］那么共产党人的信仰

是什么？共产党人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全党同

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1］对此我们不能有

丝毫的疑惑和动摇！

一、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

信仰

提起信仰，人们往往把它与宗教相联系，认为

只有宗教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其实这是对信仰

的误解。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思想、学说、主义等的

信服或尊崇，并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动

指南。根据信仰内容的不同，大致有三种不同类

型的信仰：一是宗教信仰，信仰的思想、学说和主

义是宗教性质的，如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二

是文化信仰，信仰的思想、学说和主义是文化性质

的，如中国的儒家学说；三是政治信仰，信仰的思

想、学说和主义是政治性质的，如共产党人所信仰

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信

仰。马克思主义既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也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2］26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信仰，它是共产党人的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着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最终取

得革命的胜利，并在建设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党的信仰问题，在很多场合都

谈到要坚守信仰，并把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上升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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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信仰，首先在

于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是指导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

义是十分完备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它由三个部分

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阐

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

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正是由于马

克思主义有着完备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它能使人

们科学、理性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最终让人从认识

与情感的结合上坚信且崇尚马克思主义，并把它

作为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信仰，还在于

它把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从

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信

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坚信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社

会理想必然会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永

恒的追求，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真正

过上最理想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

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共

产主义思想道德，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

则，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

要，消灭了一切剥削和阶级及阶级差别、消灭了一

切社会不平等，人们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

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

二、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历史传统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

级政党。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

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毕生奋

斗目标。1924年 6月 1日，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

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答胡瑞图、吴樵

甫、威重三君》一文中指出：“觉悟成的无产阶级革

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产主义。”［3］4801925年 11
月 21日，毛泽东同志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

员会问》中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

产阶级的社会革命。”［4］18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多能坚守马克思主义信

仰，那些没有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投机分子多

在革命受挫之时被检验出来并最终被中国革命所

抛弃。干革命就会有挫折，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

上也曾经历过几次大的挫折，每一次挫折都会在

淘汰一批不能坚守信仰之人的同时，让另一批人

能够更加坚守自己的信仰。20世纪 30年代中期，

中央红军在受挫后曾被迫进行长征，长征是对中

国共产党人能否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考

验。1939年 5月 3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

范青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曾说：“从前红军长征

过草地的时候，有 50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

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5］193。中国共产

党能做到是因为其能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正是因为能够坚守信仰，红军在面对艰难险阻时

才能表现出豪迈的气概，才能吟诵出“万水千山只

等闲”的诗句来。也正是依靠坚守马克思主义信

仰，红军才能在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和自然困难

时，没有被打垮，坚持到了陕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我们经

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

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

人。”［6］72其中，中央红军出发时有近 90 000人，长

征到陕北时，只剩下“皮包骨”的 7 000 人，“当

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

七千人，成了‘皮包骨’”［7］139，但正是这“皮包骨”

的 7 000人，刚到陕北还没站稳脚跟，便打败了装

备精良、以逸待劳的东北军，这让张学良非常震

惊：“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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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

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

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

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8］124张

学良经常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红军，后来

得出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

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

共产主义”［8］124。

2016 年 10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

特别强调：“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

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

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

象的。”［9］

红军长征胜利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

步入侵，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同国民党合作联合

抗日，在同国民党谈判时，中国共产党表示在其他

问题上都可以谈，唯独在党的信仰问题上没有谈

判的余地。1937年 1月 24日，周恩来就关于共产

党与国民党谈判方针的意见给时任中共中央负责

人洛甫和毛泽东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关于谈判方

针，我意：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

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10］598

是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也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标准。1938
年 9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在延

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的讲演中指出：“当我们发展

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

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

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

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

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

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11］110-111

可以说，正是靠着有大批能够坚守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中国革命

的胜利。1984年 6月 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第

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

曾总结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

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

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

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

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2］631985年 9月 23日，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中也曾这样总结：“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

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2］144马克思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便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

信仰。

三、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长期

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

况、新问题和新挑战。2011年 7月 1日，胡锦涛同

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指明中国共产党曾面临的“四大考验”和

“四大危险”：“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

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

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

前。”［13］究其原因，关键是一些共产党员丧失了马

克思主义信仰。如脱离群众危险的出现，根本的

还是党员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信仰自然会敬

畏人民群众，敬畏人民群众自然会把人民群众放

在第一位，而不会只考虑个人利益，从而自觉地走

群众路线。

在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一代领导人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

代领导人对于党员的信仰问题谈得不是很多，因

为如前所说，是否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

牛冠恒：坚守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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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党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大多数党员都坚信马克

思主义并为之努力奋斗，甚至为之献出生命。改

革开放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共产党员开

始动摇甚至最终放弃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和胡锦

涛同志开始重视党员的信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党员的信仰问题，在很多

场合都谈到要坚守信仰，并最终把坚守马克思主

义信仰上升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

2012年 11月 17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

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

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

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

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

信仰迷茫、精神迷失。”［14］80-812014年 9月 30日，习

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周年招

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 提 高 能 力 ，永 不 动 摇 信 仰 ，永 不 脱 离 群

众。”［15］822015年 12月 1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

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

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

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5他还

说：“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

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16］5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

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想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

性，从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艰巨历史使命，

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涉及方方面

面，其中显著的是要解决腐败问题。目前，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

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

筑。今后要实现反腐向防腐转变，在不敢腐、不能

腐体系相对完善的基础上，在思想层面建立不想

腐的堤坝，其实质就是思想建党，归根结底还是要

解决信仰问题，一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

想上还没有入党，就是因为没有信仰。

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真正筑牢不想腐的

思想堤坝。有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敬畏

的是人民，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人民

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自

然就会敬畏人民，敬畏人民自然就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就会看淡职

务、名誉、待遇，自然就不会贪腐，自然就会努力做

一个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好干部。“不想腐”的真正根源在于坚守

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有无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

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共产党员区别于普通群

众的重要标志。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每一位

党员从自身做起，尤其是先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做起。当初很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了党

的领导干部个人魅力的感召，党的领导干部之所

以有个人魅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始终

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党的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上作表

率，坚决改掉“不信马列信鬼神”的毛病。只有坚

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

暧昧，才能挺身而出，坚决表态，才能不动摇基本

政治立场，一心为党，不搞团团伙伙，更不会被错

误言论所左右。

每个党员都要忠于党、忠于组织，忠于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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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组织首先要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信仰具有历

史指向性，历史上为信仰而奋斗的人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看到信仰的实现，关键是通过每个人的努

力奋斗，为后人留下继续前行的坐标。信仰可以

历经千载而不变，信仰能够穿越时空让人敬。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党的领导人

——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朱德和胡耀邦等诞辰

周年的讲话中，曾多次向全党号召，学习先辈们对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

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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