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 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 2011%年 7%月 1日， 胡锦涛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再次强调“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

是、 与时俱进，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①。 这

既是党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认识上的深

化和升华， 又是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探索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践

中， 通过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 来解决中国革命、 建设和

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其出发点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其目的是解决

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服务于中国的革命、 建设和改

革。 ②毛泽东用“中国特点”、 “中国气派”、 “中国作风” 等方面

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课题。

前 言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7-2（2）。
② 申云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探索历程》，载《山西高等

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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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就是紧密结合国际形势、 国情特点和时

代特征， 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

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譹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知识分子

中传播， 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践中被认知、 掌握和运用的过

程， 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 而是人民大众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譺訛因此， 其表达方式要求通俗

化、 具体化、 言简意赅、 深入浅出。

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

代化、 大众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时代化、 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

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代发展过程相结合， 把马克

思主义科学内容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 在党的 90多年的

历史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的几代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和大众化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

力，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努力和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 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格外珍惜、 继承发展。

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两次飞跃” 的重要观点。 即“马克思

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相结合， 经历了六十多年。 在这个过程中， 有

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 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

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譻訛。 同时， 已有论者将从新

① 申云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探索历程》，载《山西高等
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2）。

② 同上。
③《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 年 10 月 25 日，见《十三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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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程概括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 譹訛。

笔者在本书将以此为划分依据， 将中国共产党 90年来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的探索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比

较详细的论述， 即： 第一阶段，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第一次

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 第一次飞跃的延伸与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第三阶段，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同时， 对

这一过程内在逻辑进行一些理论分析， 提供一些可供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分析框架。

①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版，第 5页。 参见申云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探索历程》，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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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诞生于 19世纪 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既是时代的需要， 又

是历史前进的指南。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这个具有两千多年

封建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为

了救亡图存， 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采用西方社会思潮来引

导中国进行民主革命， 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主义成

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和探索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从时间和规模上来看，

以十月革命为分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十月革命之前， 马克思

主义只是零星的传播， 规模比较小， 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派

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 社会影响不大， 作为一种思潮， 在中国

还是混沌的， 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十月革命之后， 从十月革

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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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

参与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到 1927年， 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达到高潮， 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

法风靡全国。 1927 年以后到 30 年代， 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

克思主义的论战高潮， 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境

界，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艰难抉择

1840年鸦片战争， 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国门被西方的

坚船利炮打开了， 清政府对待西方的态度也因此而发生了极大的

变化， 曾经对西方的蔑视、 排外的心态转而被畏惧的心态所代替，

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使中国由原来独

立主权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华

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社会性质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相应的变化， 在近代西

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下， 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

看世界， 以林则徐、 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

制夷” 的主张， 洋务派试图在“中体西用” 思想指导下来抵抗西

方的侵略；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试图通过自

上而下的改革来改变中国亡国灭种的危局， 但维新运动的失败

“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 而且也

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

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譹訛。 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清政

①（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5年版，第 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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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府于 20世纪初推行立宪运动， 结果是一场骗局。

这些努力之所以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灭亡的命运， 是因为这些

努力是“一种重建传统帝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努力。 这时的思

想界虽然已经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 但从根本上

并未怀疑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性。 对付外部挑战的危机意识， 是

在一整套重建内部秩序的经世思路构架中定位的” 譹訛。 之后， 以孙

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三民主义” 为指导思想， 推翻

了清王朝，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终结了儒学作为国

家意识形态的功能， 使中国跳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 使民主共和

的观念深入人心。 然而， 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辛亥革

命之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 民不聊生， 军阀割据、 纷争、 混

战， 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

没有改变， 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任重而道远， 中国的出路问题再

一次提到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先进分子历尽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

理一而再、 再而三地碰壁之后，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 欲

图根本之救亡， 必先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

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

的潮流。 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 使各种思潮的涌

入不可避免。

（2）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9 世纪 40 年代， 作为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批评基础上的一

种全新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在之后的几十年，

① 彭明程：《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载《教学与研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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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广泛传播到欧美各国和日本。 由于中国的封闭和

旧知识分子的局限， 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差不多是完全隔绝的。

即使是那些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 不论是出国考察的

清政府官员， 还是早期留学欧洲的留学生， 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

异端邪说， 将社会主义运动当作乱民造反运动。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 恩格斯的名字是在广学会主办的月

刊《万国公报》 上， 1898年第 121、 123期上公开登载了由李提摩

太节译、 助手蔡尔康撰文的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论》

的前三章题为《大同学》 的译文。 文中多处提到马克思、 恩格斯

的名字， 并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 同年， 胡贻谷翻译出版了英国

人柯卡普《社会主义史》， 专辟“马克思” 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

思、 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

马克思主义早在 19世纪末就开始传入中国了。 1898%年上海出

版的《泰西民法志》 一书就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作过比较详

尽的介绍和评述。 但是， 由于《泰西民法志》 一书印数很少， 加

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泰西民法志》 一书所介绍的马克

思主义学说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都没有引起多

大的反响。 譹訛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及

其学说始终停留在零星介绍的阶段。

20世纪初， 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流行， 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开始

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 由此， 中国的报刊上开始大量出

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其中篇幅最多的是有关社会主

① 参见钟家冻、王世根主编：《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8%年版，第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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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说的翻译。 如： 1900年创刊的《译书汇编》 连载了日本人贺

长雄的《近世政治史》； 1902 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留日学生赵

必振译、 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1903 年，

该书局又出版了赵必振译、 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

早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资产阶级改良派做出了积极的

努力， 梁启超可能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和社

会主义思想的学者。 1902 年至 1904 年期间， 梁启超在《新民丛

报》 上连续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 把马克

思称为“社会主义之鼻祖”， 并对其政治主张作过一些粗略的介

绍。 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一文中， 他写道:“麦喀士(马

克思)， 日耳曼人， 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譹訛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

“麦喀卡， 社会主义之鼻祖， 德国人， 著书甚多” 譺訛。 1903年， 在

《新大陆游记》 描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 “余在美国， 社

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 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

改革， 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 “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 其热

诚苦心， 真有令人起敬者。 墨子所谓强姑不舍， 庶乎近之矣。 其

于麦喀士（德国人， 社会主义泰斗） 之著书， 崇拜之， 信奉之，

如耶稣教人之崇信新旧约然。 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 亦与彼

传教者相类。 盖社会主义者， 一种之迷信也。 天下惟迷信力为最

强， 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 亦宜。” 譻訛“观于纽约之贫民窟，

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譼訛“辩理的社会主义， 与感情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2），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 95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4），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 54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 42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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