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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后30年中，我们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线和主题，联系历史和现实，沿着

科学的轨道，继续探索如何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体现在理论上，第一

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个阶段主要是

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上

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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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大推向前进了。 

  三、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启示 

  回顾、反思、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很有必

要认清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关于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首先，前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

展，后30年理论创新主要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

的。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还因为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坚持和继承。有

些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片面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长达27年，在如何建立、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过许多科学理

论观点，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次年十二大党章在其中的“中国革

命”后面加上“和建设”三个字，此后党的有关权威文献都沿用十二大党章的表述，足见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 

  其次，有些同志虽然肯定毛泽东同志上述两部著作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但认为在他的晚年，

理论上就只有错误，而不再有值得肯定、更没有称得上贡献的东西了。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即使

他步入晚年，陷于“左”的迷雾之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反思“大跃进”、“共产风”的时候，还是就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对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估计，关于

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利用价值规律，关于学习外国，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等，提出过许多

闪光思想和独到见解，后来都为邓小平理论所吸纳，从而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或



 

相同，或相通，或相似，或相辅相成，只不过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罢了。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应当忽视对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

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部分的肯定和研究。 

  据此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

基人。他所作的积极探索和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为后30年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准备了前提，打

下了基础。当然，他晚年的严重失误和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从反面对后30年有借鉴和警

示意义，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把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党的理论创新看成

一个整体，要看到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历史联系，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不能用后30年去

否定前30年，更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 

 

(二)关于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第一，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

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同层

次又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则是

整体、基础和本原。所以，只有首先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才能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只有树

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观。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这可以从各个层面

和角度作出说明，但是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才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不少人

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把许多“左”的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特别是把马克思主

义片面理解为主要是甚至等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才会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

为纲，从而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乃至倒退。邓

小平同志针对这一历史教训，于80年代初、中期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

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最

注重”、“基本原则”三个定语，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揭示了从总体上和终极意义

上如何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抓准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构建的新马

克思主义观。以此为指导，合乎逻辑地逐步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第二，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怎样从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这是实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根本前提。前30年我们发生的种种失误，无不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有关。尤其

是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把现实社会既与过去的过渡时期混同起来，用过渡时期的一套理论

观点和政策措施来对待和处理新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又与以后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等量齐观，勉强

去做将来才能做的事情，但殊途同归，造成的共同结果是“左”，是严重脱离实际。正是这一历史经验

教训，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冷静下来重新全面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重要判断，在党的十三大上进而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

指出这就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一理论为我

国的社会发展准确地确定了历史方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立足点，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

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必需的前提

条件。 

  第三，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解放思想。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

际，才谈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两个“弄清楚”，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解

放思想，因为思想路线问题，从来就是关键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也讲实事求是、讲解

放思想，但不善于把它们统一起来，所以既不能真正实事求是，又不能真正解放思想：一方面，离开

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使解放思想失去了正确方向。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发起的，在运动中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

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离开解放思想讲实事求是，使实事求是异

化为停滞保守。比如，尽管天天背诵老祖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不愿正视国内外面临的新形势新

情况新问题，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本本和“语录”出发，导致全党

上下处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把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放在首位，并把解放思想纳入进去，其后邓小平同志还作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经典式论

断，以解放思想为实事求是的前提，以实事求是为解放思想的准则，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后30

年，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精神实质，来分析、研究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重大问题，这才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出色地

写就了“结合”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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