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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而且提

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战略任务，也指

明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

政党的战略意义。正如刘云山撰文指出，“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

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不断开拓马

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中国社会进步和推动党的事业

发展的根本前提”①。

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让

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民

主革命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

１

① 刘云山：《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
好》，《人民日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制度；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等。这些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使历史作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结

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

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①

从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民所选择，并能在中

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指导作用，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产生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马

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切合中国国情实际的、能为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掌握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

旦掌握了这种思想武器，就将拨开一切浓厚迷雾、冲破一切艰难困

苦、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战胜一切魑魅魍魉，创造出人间奇迹。中国

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是

这样创造出来的。

从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

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经了７０年。７０年

中，虽然一直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回顾历史却不难发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时代化和大众化总是与中国化如影相

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我们总能感受到时代化的风采、大众化的

２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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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因此，我们认为过去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也包含

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并非始于中共十七

届四中全会后，但过去的研究是单独而非整体进行，主要集中在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其次是大众化，对时代化的研究甚微，而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三化”整体研究则还是在

２００９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命题之后。从两年多的研究情况看，无论从研究的质量

和数量还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不能适

应党的理论建设的发展进程。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自中共中央十七

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教育部社科司都加

大了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年年提出招标项目和专项研究课

题，本书即是教育部２０１０年资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专项任务的研究成果。

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在申报时就确定了课题研究的主要目

标、主要内容、主要目的等基本问题，奠定了课题研究的前期基础。

１．主要目标

（１）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历程和内涵

意蕴，奠定课题研究的基础；

（２）在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内涵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深入研究的前提；

（３）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众化的当代特征；

（４）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对策性建

议，这是理论研究的具体运用，是课题研究目标的延伸。

２．主要内容

（１）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内涵阐释；

（２）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发展历程；

（３）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特征分析；

（４）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辩证关系；

（５）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推进思考。

３．主要目的

希望通过课题研究，能对马克思主义 “三化”在基本问题上提出

我们的看法和回答，并在学术研究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深入研

究搭建基础平台。

上述问题的确定减少了我们在研究中的徘徊时间，使之能在一个

既定的目标下专注地进行研究，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扰。正因如此，尽

管研究的时间较为紧张，我们还是基本上按期完成了，交出了我们的

答卷。

这份答卷中的答案或许并不为所有人认同，但这些答案却是我们

认真研究的结论。本着学术争鸣、求教同行的目的，我们把这些初步

探索的结果奉献给大家，以求得批评和指正，我们也将在学术争鸣中

得到进一步提高。

作　者

２０１２年初稿、２０１４年再稿于四川师大桂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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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新命题引发的新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一个新命题的提出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９月１８日，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在 《决定》中有如下一段表述：

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使党

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在这一段表述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在党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中曾使用过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概念，也曾有过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而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则还是首次。如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召开的中

共十七大，胡锦涛在报告中曾四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指出 “新时期最

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强调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应 “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①。四次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

无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表明这一全新的概

念在当时尚未论定，起码还在酝酿论证之中。

应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全新的命题呢？在 《决定》第三部分 “建

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中作为首要之点

又有如下表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

２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而奋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１０、１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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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

任务。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

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

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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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

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这一段论述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以下几点：

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２．必须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和当前实际；

３．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和新的理

论概括；

４．必须用创新的理论概括来回答现实重大问题。

以上几点虽然只是宏观的提示，但无疑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原则、方向、路径和方法上的引导，也为

理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由新命题引发的系列思考

按照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新命题的出现都必然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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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考、引发新的研究热潮、出现新的理论争鸣、产生新的研究成

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全新命题的出现也不例

外，一系列思考由此而引发，尤其以下面七个问题最为集中。需要说

明的是，对于这七个热点问题，本书将根据我们思考的心得在后面上

篇和下篇中作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仅作简单的说明。同时，为论述

方便，以下的论述中将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

称为马克思主义 “三化”。

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三化”而非 “一化”即传统提法的

“中国化”？

如上所说，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

中从未出现过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提法，在历代领导人的讲话中也

从未提到过马克思主义 “三化”，文献中曾经出现和领导人曾经提到

最多的也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个别领导人也提到过马克思主

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理论界的探讨中也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民族

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提

法，但提得最多并得到共识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余的命题尚

未得到一致的认同，未出现或很少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中和

领导人的讲话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几乎成了一个在正式文献和

场合中固定的提法。如今在党的 《决定》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命题，对用马克思主义 “三化”替代 “一化”，即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原因的思考也就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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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新命题引发的新思考

２．马克思主义 “三化”是当代的创新还是历史的继承？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三化”新命题所包含的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三者所进行的生存时空上的思考，也即是马克思主义 “三化”是

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还是今天理论创新的产物和明天理论

推进的必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早已存在和为人们所熟

悉，故大家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生存时空的大问题，仅有一

些枝节的争鸣。而对于时代化和大众化，则难免产生一种生存时空界

定的纠结，简言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大众化是一直与之形影相随还是在今后发展中的新伴侣？

３．提出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意义何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就正式提出，虽

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不提，改提为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宝库

中，改革开放后在正式文献和场合中频频出现和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

的着力强调就是很有力的说明。为什么早已为中国共产党所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被正式改提为马克思主义 “三化”？提出马克思主

义 “三化”新命题的意义何在？这是大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进一

步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必需。

４．马克思主义 “三化”是三者的简单相加还是不可分割的有机

整体？

这是对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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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的研究争鸣中，就曾经有专家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内在

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

题来统揽时代化和大众化，不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再提马克思主

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上述主张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为什么中共中央会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新命题呢？三者之间是内涵相通形式独

立还是内涵独立形式相通，或是内涵与形式都相对独立或相通呢？这是

研究马克思主义 “三化”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否则，难以掌握马克思

主义 “三化”的内在实质，难以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辩证关系，

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化”发展的目标追求。

５．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 “三化”

的发展历程？

这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 “三

化”的历史生存时空，进而确定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历史作用和地

位。在过去的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而今这一结论需要改为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发展历史”，显然需要用新的理论视野来思考、来论证。对于这样一

个全面界定马克思主义 “三化”新命题的基础性问题，引起关注和思

考乃是理论界的应有之义。

６．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整体性特点是什么？

在过去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当代化 （时代

化）、大众化等命题的特点曾有过很多提法和概括，这些提法和概括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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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理论界长期探索研究的成果。如今马克思

主义 “三化”新命题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由各

自独立的命题成了统一的整体，相对于这个变化，必然会产生新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 “三化”的整体性特点是什么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三化”

的新解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 “三化”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

７．如何认真落实、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化”？

研究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理论，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发挥指导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 “三化”这个新命题，研究它的发展

进程、辩证关系、科学内涵、理论品质、理论成果、整体特点等都是

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三化”，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涉及对传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结

论的转变，甚至是某些方面的颠覆，但这是必要的。因为理论的发展

需要发展的理论，而 “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①。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提出问题作为本书的开篇，也将针对问题

开始我们的探索和思考，并将我们思考的结果作引玉之砖。

７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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