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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办？》中党的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

吴佩瑶1 1

（1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列宁在《怎么办？》中对经济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论述了革命理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意

义，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怎么办?》不仅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新时代党的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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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改变，当今正处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列宁理论之精华也应将
其赋予时代新意义，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理论、实践、现实价值。从理论价值看，列宁在《怎么办？》中有
关理论建设的思想对在党的建设中加强思想、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革命理论的指导地位，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价值看，列宁在其
思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方法原则，在对经济主义做了彻底清算后，结束了党
内思想混乱的局面，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从现实价值看，一个政党只有理论基础雄厚有力才能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稳步发展，而理论建设容易受到忽视，因此更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设，在列宁的思想
理论基础上要矢志不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充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开展
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建设高质量干部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设的更坚强有力。
一、列宁《怎么办？》写作的历史背景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与经济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由于两个派别的根本对
立和“经济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曲解，列宁指出有必要对党内思想混乱和组织动摇的现象进行一次坚决
的思想清洗，指出“必须做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做系统的‘说明’”[1]，这样才能推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
论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针对党内出现的思想混乱，理论水平下降的现象，列宁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象‘批判自由’
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2]“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
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都谈不拢？”[3]列宁指出，党内“批判派”其实就是机会主义者的
伪装，“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
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4]列宁看到了这种“批判自由”的
折中态度、无原则性和虚伪性，以及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披着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外衣实则是倒
向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受到了曲解和倒退，列宁指出必须要坚决地同“批判自
由”这种思想做斗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
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5]列宁清醒的认识到，党内的经济派实则就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在俄
国的变种，经济派利用党内思想混乱，利用《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等杂志报刊宣传其观点，主张“批
评自由”，盲目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虽然使工人运动在自发的催化下有壮大作用“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
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6]以经济斗争用来对抗政治斗争，严重阻碍了党的政治斗
争和革命理论建设发展，只有党内的思想得到肃清，革命运动才能向前发展，才能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
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列宁在1902年2月完成《怎么办？》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党的思想基础，指出了革
命理论对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是列宁建党思想产生的标志。
二、《怎么办？》中党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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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经济派否定革命理论作用、盲目崇拜自发性行为这实质上就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机会主
义者在其政治思想、行动策略等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引领，否定了理论的重要作用，列
宁在此也深刻的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7]其原因是经济派等机会
主义者以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忽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导致当时俄国一些革命理论素养差的人忽视了运
动的实际意义和原则。列宁在此深刻论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
（一）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

列宁敏锐的看出机会主义者正是虚伪的利用“批评自由”的旗号忽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只
有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工人运动才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工人阶级只有运用正确的马克
思主义，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
会有革命的运动”[8]，无产阶级政党在形成初期，道路问题和党内思想纷争问题是影响无产阶级政党未来前
途的方向性问题，只有坚持科学的革命理论才能走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深厚基础

列宁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运动”[9]且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处于萌芽期，需
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别国的经验，但盲目的顺从和照搬照抄只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僵化，列宁认为要以批评
的态度对他国的经验进行实践检验以适应本国的实际情况，这需要强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支撑，因此革命
理论是绝不可以忽视，只有革命理论基础深厚才能在面对本国复杂的环境和困难下结合具体实践，走好自
己的发展道路。
（三）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体现

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推翻的是压在人民身上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座大山，“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
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10]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一个政党先进性的体现，无产阶级
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工人运动不能以自发性代替自觉性，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无
产阶级要不断提升自身觉悟性，提高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列宁深刻指出“只有以先进性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一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决定政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深厚，政党才能统一，党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带领人民展开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
（四）理论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斗争

列宁在此引用了恩格斯关于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观点，“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
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
争。”[12]并举例德国工人相较欧洲其他各国工人的优越处就在于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成熟的他国经验。
通过这两个观点可以得知理论斗争和政治、经济斗争一样重要，但理论斗争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机会
主义者利用。开展工人运动，只有进行坚决地理论斗争，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
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无产阶级走向伟大胜利。
三、理论强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论的重要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
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列宁在《怎么办？》也深刻阐述了革命理论对于建
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
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
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14]可见，要想使
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就必须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增强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强化理论武装。
（一）理论自信是理论强党的基础

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5]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
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同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在新民
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
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开始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其经验教训就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才能
前进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创造发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以其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党和人民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
进。“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6]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其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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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优势和理论优势。
树立理论自信最关键的就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在于党领导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工作”[17]。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工作当中的指导地位，坚决同抹黑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思
想理论做斗争，不断深入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变化，以科学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新要求，正确认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发展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下党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坚定
不移地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才能牢牢巩固全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理论创新是理论强党的内核

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指出：“只有以先进性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理论创新
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之所以不断丰富完善，其内在原因就是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理论创新要立足以下几点：

一是立足实践，实事求是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只有立足实践，才
能紧跟时代变化，才能及时回应和解决重大问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在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
新挑战面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对困难难题和风险挑战，形成解决问题的新观点、
新思路、新方法。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积累
理论经验、拓展理论视野，推进理论创新。

二是立足时代，矛盾变化是理论创新的前进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纵
观历史，不同时期社会矛盾变化推动着理论的变化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在经济和其
他领域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然不适应新
的发展状况，因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才能科学、正确的制定发展计划，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两个时代大势中应运而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立足
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的科学理论。

三是立足人民，人民至上是贯穿理论创新的红线。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
党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发展的目标，为中华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与使命。“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8]在党的理论创新历史中，人民性是贯穿理论创新的一根
红线，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邓小平也强调“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
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20]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是因为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性融入党的理论创
新当中，党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理论武装是理论强党的关键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列宁在《怎么办?》中强调理论学习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完善了马克
思主义灌输理论。灌输理论最早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马克思指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
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21]恩格斯认为对于灌输必须给予正确理论的灌输，而不能盲目的灌输，
要将灌输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考茨基也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
输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列宁通过对经济派自发论的批判，科学化、系统化的诠释了灌输理论。列宁深刻指
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
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22]可见由于工人自身的局限性，在其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不
能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就要发挥先锋队作用，把科学社会主义通过
灌输使工人阶级接受科学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并转化为思想武器，推动自发性工人运动转变为自觉性的
革命运动。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生活的灵魂，党内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党的兴衰成败”[23]。马克思主
义灌输理论是理论武装的理论基础，理论如果束之高阁那么就是僵化的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
装就要跟进一步只有将先进科学的理论为党员和人民所掌握，才能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首先要加强全党关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学习教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阵地意识落到实处。要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深入人
民群众当中，做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其次要抓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能力强、
责任大、影响广，是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对标杆，因此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以关键少数带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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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上下理论武装发展，领导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深刻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
基本方略，要做到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真正的做到扎根人民，服务群众。最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要，“列宁一方面从扫盲视角阐释
了教育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就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提出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加大教育投入等措施”[24]，要
让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民群众通过学习真正地了解新时代下的
马克思主义，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武装头脑，在实际生活中充分应用，把马克思主义
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推动马克思主义更好的掌握群众，把理论力量转化为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力量。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2]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3]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4]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
[5]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
[6]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7]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
[8]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9]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10]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11]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12]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1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1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社,2017.
[17] 冯兵. 列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J/OL]. 思想战线, 2025-04-20.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社,2017.
[19] 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20] 邓小平文选(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2] 列宁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29页.
[23] 史为磊 ,高嘉晨 .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25,41(03):111-118.
[24] 陈依. 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N]. 河南经济报, 2025-03-20 (009).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y'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Lenin's
"What Is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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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What Is To Be Done?, Lenin thoroughly criticized economism and expounded on the
crucial significance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for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lay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 new type of proletarian party. What Is To Be Done? not only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at the time but also holds
profou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in China'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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