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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论

本书从 20 世纪前半叶的 “中国问题”、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

探索、共产国际和联共 ( 布) 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四个层面阐明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及现实启示。

一、研究述评

本书主要述评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早期

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涵的研究等，在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得失的基础上确定本书研究

的问题和重点。

( 一) 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研究

1．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的述评。目前学界鲜

有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为题的研究成果，多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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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背景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可

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命题的提出，仅仅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条件。如有学者

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共产国际七大适时、果

断地做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倡

导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策，及时有效地指导了各国共产党策

略上的转变; 要求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与本

国实际相结合。① 也有学者专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

资源，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学术界对理论研究达成了 “中国化”

共识。②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他指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在抗战时期，在全民民族主义高扬的背景下，以其严谨

的论述迎合了当时部分党员干部的抗战决心。这种理论在具有合

理性的基础上，更是具有鼓动性，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它不过是

毛泽东为彻底打倒留苏派的战略口号。③

另一类研究成果则立足中国近代史，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提出的历史背景。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 依据是中国国情; 实践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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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 文化底蕴是扬弃中国历史遗

产。① 有的学者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主题，研究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有的研究以中国近代史为纲，梳理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发展、形成史。② 聂家华教授指出抗战

时期民族化思潮的兴起、共产国际工作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③

综上，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研究存在明显

的不足之处。其一，直接以此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回答其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的立论之本。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路径过于僵化: 一

条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的高度上

去论证历史必然性，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另一条思路是

从历史实证主义的角度论证，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历史实然解释历史必然，缺少学理性逻

辑分析。这些回答不但没能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来回答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回到当时的中国近代社会历史

实境中去。所以必须回到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中去，走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提出的 “原初现场”，从社会现实、理论基础、国际背

景、社会思想基础等维度去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

其二，即便是涉及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从提出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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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去审视社会历史条件，忽略了影

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因素的多维性与过程性，从而不

能客观地、历史地回答“为什么提出”、“怎么提出的”、“怎样实

现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阐明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这一

命题提出的历史性、过程性、必然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提出有其深刻条件，这一理论创造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

发展并成为全党共识的历史过程。所以，对其缘起的研究，必须

回到中国近现代史，回到整个中国现代化大潮中去全面立体、客

观、过程性地分析其历史性、逻辑性和规律性。

2． 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的述评。海外对于此

问题的研究多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目的。主要分

为两类观点: 其一是权力斗争说。代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是权力斗争，是为了个人权力最大化、对

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修改。西方学者的这一倾向性在澳大利亚

学者尼克·奈特的一篇文章中也可获得佐证，在他看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为了同留俄派进行权力斗争的产物，基于权力

斗争下的“中国化”理论自然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

其实际意义是“中国化”理论的确战胜了留俄派理论，随之留俄

派权力地位下降。① 当然，部分海外学者也能够客观分析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如雷蒙德·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

一简洁概念巧妙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

不仅有利于向当时的中国民众介绍来自于国外的政治理论，而且

也使中国共产党开展自己的历史研究。因此，不能把这一概念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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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化为当时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这样有失公允。① 俄罗斯学者费

奥克蒂斯托夫也曾客观地指出: “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

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各种派别和倾向

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

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做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

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②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一种民族论的

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支配而强调民族主义的体现。

费正清、施拉姆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在施拉姆看来，“中国

化”在应对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是一种伸张民族

尊严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既可以用于党内斗争，也可以在

危急关头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迎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落

脚在毛泽东个人娴熟的历史知识结构中，“中国化”更是一种坚

定的内心信念，即任何外来理论形态，如果不能带有中国气息，

就绝不会在中国土壤中发挥作用。③ 费正清也认为: “毛泽东在延

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功夫，推动了他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

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

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

国。”④ 当然也有海外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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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表现。迈斯纳在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认为

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但是，

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方式。① 斯拉姆也曾指出: “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国化还是刘少奇的

民族化，都意味着在许多不同层次上适应本民族现实改变马克思

主义理论。其作为口号，可以在迎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发

挥作用，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关头。”②

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及目的的具体表述虽

然不同，但大都直指其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是毛

泽东为了树立其自身精神导师的地位。即使不论意识形态以及阶

级立场的差异，仅从这些结论得出的思维逻辑去看，它就违背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夸大了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

历史作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仅仅看作是毛泽东用于政

治斗争的理论工具，忽略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背

景、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等客观因素。这种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毛泽东只是为了追求和巩固个人权力手段的

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偏差太大。而且西方学者这一逻辑的荒谬还

在于它无力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共指导原则，并在后来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这样一

种无视历史与现实以及论证逻辑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客观分

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以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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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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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0 页。



另外，海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只是关注毛

泽东的个人贡献，而没有将其作为全党乃至全民在救亡图存的革

命道路探索中的经验总结。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

出者、倡导者、集大成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

历史性飞跃的代表人物，但历史的发展不会是单线的，历史的舞

台从来不是单单属于哪一个英雄人物的。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救

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从中国近代史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提出的历史背景。

( 二)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日益增多。

1． 关于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有学者关注

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观条件。其中有利的主观条

件是李大钊中西教育背景及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有利的外部条

件主要在于共产国际初期的正确指导和帮助。① 更多的学者将研究

重点放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有学者具体指出

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共产主义思想介绍给中

国人民; 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的基本范式; 坚持对中西文化辩证结合

的立场，坚持完全了解和实际运用的科学态度，采用历史分析的

方法。② 更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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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超: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6月。

郭磊: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江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12 年 7 月。

潘祥超: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年 6

月。



学者甚至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李大钊，就没有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顺利创

建。”① 其依据在于: 李大钊初步阐释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批判了当时一些歪曲唯物史观的观点; 他还倡导要从中国实

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在于阶级斗

争这条“金线”。②

2． 关于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学界对于

陈独秀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且研究内容也涉及陈独秀的建党

思想、国共合作思想、晚年民主思想等。但直接研究陈独秀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不多见。那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

却详述了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过是非。有些学

者认为，陈独秀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

这些贡献集中地表现为: 创办 《新青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阵地; 推动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

社会基础; 领导建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思想政治主体;

参与领导国共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了现实道路。③ 也

有学者探索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指出陈独秀是毛泽东走向

马克思主义的领路人，在统一战线、建党等方面都对毛泽东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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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文: 《民主革命时期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理论学刊》2009 年

第 9 期，第 38 页。

王志刚: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载《高校理论战线》

2007 年第 3 期，第 49 页。

梁艳秋: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浙江农林大学学位论文，

2010 年 7 月。



极影响。① 另有学者指出了陈独秀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

也存在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他在大革命过程中的过度妥协以及

“二次革命论”。②

3． 关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目前有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建党思想以及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上。有学者指出，蔡和森通过批判资本主

义、学习苏俄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③ 有的学

者认为蔡和森是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且他的阐释较其他

早期共产党人更具准确性、科学性和通俗化。④ 有的学者指出，蔡

和森是早期拥护建党的积极分子之一。⑤ 有的学者论证，蔡和森的

建党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和陈独秀。⑥ 有的学者则全面分析了蔡和森

的理论的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

务、道路、前途、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等

思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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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凤: 《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7月。

梁艳秋: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浙江农林大学学位论文，

2010 年 7 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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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页。

李永春: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5 期，第 53—60 页。

武可贤: 《蔡和森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37页。

黄智亮: 《建党前后的蔡和森建党思想及其影响》，载《攀登》1994 年第 3 期，第

73—75 页。

易永卿: 《蔡和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载《求索》2004 年第 12

期，第 226—229 页。



4． 关于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目前明确以此为

标题的文章与著作数量不足 30 篇，但是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如有学者论述了

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历史贡献，分析了瞿秋白盲动主

义错误产生的原因，指出瞿秋白理论探索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受经

验主义影响、缺乏深厚的农民运动的实践基础。① 另有学者分析了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过，认为瞿秋白践行了理论

联系实际的原则，关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指导; 最早

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 “农地革命”

是中国革命的中枢，支持澎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 明确提出

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阐明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路

径和方法; 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在

“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

针，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民割据区域的思想。与此同时，

文章还以“左”倾错误为例集中分析了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过程中的失误，认为瞿秋白在斗争策略问题上、革命性质问题

上、土地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 “左”倾错误。“左”倾盲动错

误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瞿秋白缺乏实践经验，另外政治魄

力不足，导致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结论及苏联经验。②

5． 关于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学界近年

来对张闻天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多关注张闻天的建党思

想、经济思想、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统一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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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国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研究》，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46 页。

蒋霞: 《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4 年 7 月。



影响等内容。近几年来才出现直接以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克服 “城市中心

论”的影响，推动与完善统一战线理论，厘清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认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捍卫了 “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丰富了社会主义阶段论和根本任务论，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探索。① 也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

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

传播和运用的贡献，明确指出张闻天的理论探索对毛泽东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的理论贡献。② 有学者重点分析了延安时期张闻

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要性、重要性、内涵、实现途径、毛泽东思想等问题，都进行了

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还评价了这些探索与贡

献对推动当时党内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确立毛泽东思

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

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也具有重要意义。③ 另外，还有学者按照张闻

天的生平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行划分: 1917—

1931 年是选择、学习阶段; 1931 年回国至 1938 年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是失误与转变阶段;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 1958 年 11 月是

成熟阶段;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至 1976 年病逝为逆境中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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