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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1880 年，美国记者约翰·斯温顿在采访马克思时问：“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

回答：“斗争！”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投身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

界的不息战斗中。

早在 18 岁时，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中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

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恩格斯也

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心迹：“我不怕烈焰，不怕利剑，我怎么会彷徨犹豫？我怎么会退缩不前

进？”

1848 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决定在科隆创办《新

莱茵报》。他们通过《新莱茵报》评析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事件，帮助工人群众认清斗

争形势，了解革命目标和任务，声援欧洲的解放斗争。恩格斯说：“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

作用，看到文章怎样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马克思作为总编辑，

除了保证每天按时出版报纸外，还经常刊印号外和传单，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传递给人民群众。

同时他还要同当地反动政府的威胁作斗争，同自由派报刊的诽谤作斗争。恩格斯这样评价他，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

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仅仅 3 个月时间，《新莱茵报》印数就达到 5000 份，对欧洲各国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

普鲁士和各国反动势力极度恐慌，先后制造了近三十次诉讼案，将马克思告上法庭，否认马克

思的普鲁士公民权；同时，他们还通缉恩格斯。在这种情况下，《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为了

贴补报纸停刊后工人和编辑人员的生活，马克思将报纸的收入和出卖印刷机的钱全部发给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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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讯员和编辑。这样做使他陷入经济上的绝境，以至于妻子只得把刚刚赎回来的银制餐具

再次当掉，勉强维持生活。对此，马克思仍保持高昂的斗争精神，他认为：“如果斗争是在极

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恩格斯用革命的舆论鼓舞士气、指导斗争，还以革命战士的身份，直接同工人们并

肩战斗。1849 年夏天，马克思到达法兰克福，同恩格斯一道劝说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要求

他们公开参加为维护宪法开展的人民运动。遭到拒绝后，他们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普法尔

茨等地，深入斗争一线。恩格斯更是直接加入一支工人志愿队指挥战斗，以实践证明“最坚定

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经过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推

进到新的阶段，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宝贵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基本精神底色，也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生命力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实践是对马克思恩格

斯斗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当年，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挑衅，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打得

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捍卫了新中国的

安全。毛泽东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

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中国共产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头脑

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始终坚守斗争基本原则，才能做到在各种

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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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斗争精神。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要主动应战，在大

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

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掌握斗争策略。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

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既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见招拆招的硬功夫，又要有四两拨千斤、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软办法，不断提高斗争能力。

练就斗争本领。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不断积累斗争经

验，提高自身战斗力。要善于经一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

夫。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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