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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伟大革命”的哲学基础
◇韩庆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党的

“两个伟大革命”。这些重要论述是在揭示中国共产

党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

出的，也是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这一逻辑展开的，

鲜明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

的总体思路，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把握社会革命

和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

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相互关系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相

互关系、客体和主体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全面准确

深入把握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哲学基

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两大类。人类活动在本质上就是改造客观

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根本方式

是进行社会革命，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方式是进行

自我革命。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直接相

关的，二者具有辩证关系：人及其活动是改造客观世

界和主观世界的主体性活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是人及其活动改造的客体；人及其活动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带

动着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必然影响着改造

客观世界。

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

党99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不断推动社会革命和自我

革命的历史。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之所以能够发

动、展开并持续进行，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及各个历史

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

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的矛盾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

必然遇到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之间的矛盾关系，这

是准确把握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本源

根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一历史重

任既宏伟又远大。因而，在实现这一宏大历史重任

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历经困苦、艰险、磨难

和挑战，就是说实现历史重任的道路是十分曲折

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开始拥有的资源、条件

是有限的，力量也较为薄弱；随着工作形势的不断发

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对

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境下，中国

共产党人要完成其宏大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具有不

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精神斗志。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宏大战略目标，必须进行社

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来自其内

在本质和宏大目标。从本质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以

“革命”的本质特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从宏大战

略目标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面临着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双重目标，要实现这种目标，就必须以革命

的方式消灭旧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建立社会

主义社会，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社会革命，为了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

求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变

革；新时代，我们党所遇到的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

险挑战会更多更大更严峻，可谓所要打的“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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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然而，我们自身还不是很“硬”，要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年11月15日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所提

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打铁必须自身硬”，自始至终，习近平总书记都把

“打铁必须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路。

这里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就蕴含着要以勇于自我

革命的精神不断推动社会革命的内涵。因而，我们

要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基于以自我革命推动社

会革命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

中国共产党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

必须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我们党之所以

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并勇于自我革

命，是为了攻克艰难险阻从而使自身不断适应攻坚

克难的需要。我们党在带领人民推进社会革命的历

史进程中，总是自觉主动地把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

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作为自我革命的“大熔

炉”。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总是在道路更为曲折之处

同时发力的。每当排除各种干扰、破除利益障碍之

时，我们党总是积极推进社会革命，同时勇于自我革

命。在2020年全国抗疫过程中，我们党就是以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自我革命，来推进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这场社会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长期执政，也必须不断推进

社会革命，尤其要不断勇于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

目的是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在改造旧世界中建立新

世界，其方式有暴力革命和全面改革两种；自我革命

目的是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方式有自我改造、自我

革新两种。中国共产党是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的主体。相对而言，社会革命相对容易，自我革命相

对较难。这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

在本体论上，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存在的基础

和根据，没有社会革命的带动，自我革命就会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革命的性质决定党的自

我革命的性质，社会革命的难度决定党的自我革命

的意义，自我革命的内容往往基于社会革命的内容。

在认识论上，自我革命反映社会革命。对自我

革命的认识，往往以社会革命为基础。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核心是反对教

条主义、本本主义等主观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我们党所推进的社会革命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寻求中国革命的正

确道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

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当今我们正在进行的自我革

命，核心内容是围绕政治建设、理想信念、精神状态、

能力水平、党的作风、纯洁先进、初心使命等展开的，

目的是解决我们党“自身硬”的问题。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当今中国共产党人要打的“铁”相当坚硬，而

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自身还不是很“硬”，在政治意识、

理想信念、精神状态、能力水平、纯洁先进、初心使命

等方面存在不少差距。

在辩证法上，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推进

社会革命过程中要勇于自我革命，在勇于自我革命

进程中也要积极推进社会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程

度、效果必然影响勇于自我革命的程度、效果，勇于

自我革命的程度、效果也必然影响着推进社会革命

的程度、效果。首先，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

着根据和动能，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紧紧围绕社会革

命来展开。与所推动的社会革命相适应，我们党在

不同历史时期都积极进行自我革命。其次，社会革

命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先决条件。党的自我革命

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服务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

命。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推进器，党通过自

我革命所生成和铸就的革命意识、革命思想、革命力

量、领导力量、胸襟眼光、思维方式等，能为推动社会

革命注入强大动力，为社会革命提供政治保证和科

学指引。党的自我革命达到的历史高度决定伟大社

会革命的实践深度。

在历史观上，二者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

不同的历史形态。概括来说，就是从革命时期以社

会革命为主的互动，到建设、改革时期以自我革命为

主的互动。

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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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总体上

进行了四次较大的社会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

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改造

和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开启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要矛盾的

历史性转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等等，是提出

第四次社会革命的根据。与之相应，我们党也进行

了四次较大的自我革命：1941—1945年的延安整风

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

放新时期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恢复确立

党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可以说，自

我革命、社会革命，这两种革命是互相推进的。

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

关系具有不同历史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历史形态，是以社

会革命为主的互动。在这一时期，我们党主要是“革

社会的命”，首要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它是以改造旧社会而带动自我革命

的。在进入我们党执政的历史阶段后，社会革命和

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历史形态，则是以自我革命为

主的互动。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革我们自身的命”，

即在政治信念、精神状态、能力水平、党的作风、纯洁

先进、初心使命等方面，消除不适应推进社会革命的

因素，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在实质上就意味着中国

共产党人要以“自身硬”（勇于自我革命），来把坚硬

的“铁”打好（不断推进社会革命）。

新时代，我们要肩负新使命，解决新矛盾，破解

新难题，化解新风险，迎接新挑战，迫切需要开启以

“爬坡过坎闯关”为本质特征的新的社会革命。由

此，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这一

总主线，开启一场具有斗争精神的“自我革命”。这

场“自我革命”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最鲜明

的突破口与本质特征，也表达了我们党具有的“革命

自觉”“革命自信”“革命自强”：在背景上，以应对“四

大考验”推进自我革命。当前，党面临着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勇于自

我革命，积极应对这四大考验。在主体上，以培养造

就“四个铁一般”的干部队伍推进自我革命。这就是

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

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在客体上，以破解党

自身存在的“四种危险”进行自我革命。这就是积极

解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问题，

确保我们党硬在政治、硬在信念、硬在精神、硬在能

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在方式上，以统揽推进“四

个伟大”实践推进自我革命。只有确保领导干部政

治过硬、信念过硬、精神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责任过硬，才能真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进而才能把今天我们

党所面临的坚硬的“铁”打好。在目标上，以达到“四

自”目标推进自我革命。这就是不断提高党的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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