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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 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 但是， 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 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

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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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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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经历

了一个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 但在党

的幼年时期， 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 完整

的、 统一的认识。 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

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 而就全党来讲，

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38年，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 《论新阶段》 的政治报告中最先

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命题。 他指出：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

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

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

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

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

义。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

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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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源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 在第

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经历过两次胜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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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次失败， 特别是 “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

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几乎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 开始从理论

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为中国革命提供

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 路线、 方针和政策。 经过延

安整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中， 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理论上作了进一

步的阐述。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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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

国， 不仅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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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

路也不可能相同； 同样， 在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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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也证明， 马克思主义之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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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 不仅因为它是科学， 因为

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而且是因为它同中国

人民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实

现了结合， 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内在要求。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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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以民族

化、 具体化； 同时， 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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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指导作用， 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

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①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具体地说， 就是把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 中国历史、 中

国文化结合起来，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①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3年版，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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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过程， 一方面是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理论， 用理论

指导实践的过程； 另一方面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深化对理论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第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

决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 旧中国是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 农民占人口的绝大

多数， 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 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

革命， 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

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 不可能解决这些问

题。 同样的，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也不

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更无法照抄别人的经验。

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

革， 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 寻找适合中

国实际的道路， 制定正确的方略。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具体化， 从而用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来指导中

国的具体行动。

第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 建设

和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关起门来搞纯粹的理论工作， 而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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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

际问题， 它的基础是中国人民的实践。 在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

经验， 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就会创造出新

的东西， 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还包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

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曾经指出： 今天的中国

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予总结， 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

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是有重要帮助的。 中国是一

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 积淀着丰富的历史经

验，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把这些历史经验加以认

真的概括和提炼，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

内容。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应该了解和懂得中

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 中国的特点、 中国社会的

发展规律， 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

之完整的、 统一的、 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

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经

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 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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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 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

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 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

复制， 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中的

优秀成分结合进而达到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 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 剔除其

糟粕， 吸收其精华， 又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

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 来深入浅出地阐

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样做的结果， 就使马克

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得以生长和

繁荣起来。①

概括地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

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同时又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

升为理论， 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 中国的优秀文化

相结合， 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 中国作风的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①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3年版，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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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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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一定意义上，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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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创立了毛

泽东思想， 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毛

泽东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 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 初步探索

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①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3年版， 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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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 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 以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为首要的基

本理论问题， 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

线、 方针、 政策， 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开

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推进了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

史方位的新变化，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识， 创立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实现了党

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

变化，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 既一脉相

承， 又与时俱进， 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它们

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

中， 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这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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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进程还在继续之中， 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1．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

东思想。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

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在总结我国革命

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

背景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 而是在许多方面

以其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构成

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 它有着坚实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其核心和精髓就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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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它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

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 这些理论

观点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 证明它

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 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政策和策略的

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党的建设理

论。 除了上面讲的几个方面外， 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还

有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的理

论， 等等。

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它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

论成果。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

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

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共产党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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