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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根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央

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 ＞的通知》和《教

育部关于制订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培养目标和教学改革实际，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造就适应

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

人才，根据一线教学改革实践的需要，特组织编写了本教程。

本教程编写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的高等技术

应用性专门人才为中心，突出教学改革实践创新，切实推进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实践创新，帮助学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本教程编写的方法论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坚持抽

象与具体的统一，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坚持民族与世界的统一。

本教程编写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编写的理念新。贯彻“少而精，要管用”的原则，梳理理论形成，讲清理论概念，把

握理论精髓，彰显理论价值，确保《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创新实践

教程》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引领大学生思想成长，掌握最基本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旨要义和核心内容。

二是编写的体例新。用“你来学、你来说、你来读、你来做”四大板块构成一体化的创

新实践教程，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使科学理论易于为学生所接受、所掌握、所认同，使学生更

乐于参与创新实践改革，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实践环节

的育人功能，实现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编写的要点准。突出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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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主要内容和重大价值，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使教师好用，学生爱读，便于从教材体系向教

学体系转化。

四是编写的方式实。联系国家改革发展实际和学生思想变化实际，突出创新实践教程

的应用性、针对性，强化应用作为创新实践教学的重点，以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人文素养、

科学精神、应用能力为抓手，为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打好基础。

五是编写的方法活。增强师生教学互动，穿插资料链接，更好地贴近学生、贴近社会、

贴近实际，努力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说服力，正确处理学习理论与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

高素质的关系，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改革目标要求。

本教程编写的具体要求是：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相统一，旨在为一线教学提供

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手段，力求打造反映时代特点和中

国国情的、适合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创新实践教程。

本教程也可作为基层党校培训、成人高等教育、职业大学、远程教育、函授教育等的教

学用书。

编者

２０１６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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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第一章

 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通过本章学习，你需要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

义又为什么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哪两

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之间有何内在关系？为什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成果的精髓？

【预习】　请在课前查找资料，初步掌握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

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
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毛泽东

【中心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

一、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回溯近代中国社会，国家积贫

积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西方列强肆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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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侵略，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庸国和殖民地，而腐朽的清王朝日益成为西方列强统治

中国的工具，使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解救民族危亡，中国社

会各主要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先后登上了

历史舞台，探索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出路。

!"# $%&'()*+,-./012345678,9:;<

在近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摆脱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奔走

呼号，各阶级、各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

式提出了种种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１８５１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矛头直指腐朽的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然而，太平天国虽然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

主张，打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最

后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民政权发生了向封建专制政权的演变，沦落为封建社会改朝换

代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

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

的苗头。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

的社会生活的产物。① 太平军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虽然期盼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但承担不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不可能引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

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

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推出海外留学，开展洋务事业，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

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洋务运动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试图在不触动

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变革

手段与社会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只能成为一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注定

是不可能成功的。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

终。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地主阶级只求维系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发动了救亡和变

法的戊戌维新运动。１８９８年６月至９月，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

诏书，倡导学习西方，推进君主立宪，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

等，史称“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守旧派的利益，遭到

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抵制与镇压，“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但百日维新不敢否定封建专制的统治，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害怕人民群众，因而得不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存在１０３天就夭折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又一

① 马克思：《中国记事》，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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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尝试遭到了惨败。

１９１１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这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

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

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

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造就了

２０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伟大革命，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辛亥

革命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 ，孙中

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

政体。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

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由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

没有动员起来，而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肆意干涉和破坏辛

亥革命，使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又陷入了失败。胡锦涛指出：“孙中

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

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

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那时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

利，最终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①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告诉人们，资本主义

不能救中国。

!=# >?@ABC012345678DEF6GHI

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

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民主共和思想来

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前

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

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史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新

文化运动延续了救亡图存的主题，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科学的思想文

化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

学在中国的发展，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能够用理性开放

的心态对待和审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和社会思潮，为各种思潮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

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１９１９年五四运

动发生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俄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时的新文化运动成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

主义的广泛传播，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拿起了拯

救民族、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这是后一时期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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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是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

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从１９１６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

青年》，１９１７年初迁到北京出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

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

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四提倡，四反对”（提倡民

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

文学）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激发

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

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师生　　　　　　　　《新青年》杂志

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

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

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４００余种。

!J# KLMN,OPQ01R'F456ST78

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屡遭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

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它不能不对中国发生深刻的影响，给中国人看到了民族

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

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

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李大钊就说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

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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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①。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

分子带来了众多启示：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走民族解放的道路；十

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

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十月革命中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

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

命所遵循的主义。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各种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就在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准备了

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先进分子创建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

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

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

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十月革命给正在探讨国家命运、实现民族解放

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先进世界观，指明了中国社会发

展的方向，即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U# VUABWXYBF45678Z01,[\]^

五四运动是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市民群众、工商
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

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

日本，即山东问题。面对国家主权遭受侵犯、民族尊严遭受伤害，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

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总是软弱无能，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斥责日本的无礼

行径，并要求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就是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以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

上历史舞台为标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

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斗争历来是英勇顽强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求进步

①

②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０１－０５。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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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只要是西方

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

度。在向西方学习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曾经以为学了这些东西就可以救中国，但现实的情

况是帝国主义的先生总是欺负贫穷落后的中国学生。毛泽东深刻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

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

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

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①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产

生了，中国发展的出路究竟何在？正确的答案又在哪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考，在探索，

在奋斗。他们终于懂得，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会

起变化，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

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②

综合以上因素，在十月革命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

新的思想武器，并将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

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

特殊的、复杂的实际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

!"# 4567801@/_`01abcd,ef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虽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将这些普遍真理应用于

中国的具体实际却是一项极为复杂、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特殊的国情，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形势和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

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所走的路也不可能相同。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

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

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

用得了。”③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必须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７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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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

因为它是科学，还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更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是因为它能够被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

受、所运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

等都曾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初意识。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

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

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创度，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

异”②。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深刻的、完整

的、统一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

结合的过程。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会遇到其他国家马克思

主义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

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可以说，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

!=# 4567801@/45678ghij,kZfl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为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离开了各

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力。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

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

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富于实践的理论学说，

它从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并以改变现实世界为根本目的。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任务就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不断加以本土化、民族化、具

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也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

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

①

②

③

《李大钊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页。
《李大钊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４２—７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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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因此，只有不断地与中国实际实

行日益紧密的结合，才能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

际应有的指导作用。

!J# 4567801@/01MNmnop,qr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中国共产党

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建立革命

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迅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解

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

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再加上共产国际指导上出现的失误，使中国革

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曲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于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

革命取得了“两次胜利”：第一次是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７年的北伐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第一

次合作，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是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３４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胜利，我们党创建了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

武装割据，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但也遭受了“两次失败”：第一次是１９２７年４

月１２日、７月１５日，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

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退让求团结，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导致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失败；第二次是１９３４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损失百分之九

十，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迫使工农红军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的战略大转移。

１９３５年１月，我们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处

于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之时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的一个标志。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

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

性，排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干扰，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

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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