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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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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历史性课题。如果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

独秀等人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 

  就国内研究而言，“百年轨迹”大致可概括为“一个主题、两个层面、三种类型、十八家比较研

究”。所谓“一个主题”，就是近百年历程一以贯之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

一条红线和主题。所谓“两个层面”，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有政治的和学术的两个基本层

面。政治层面的研究往往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运动密切相关，更加关注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关注党和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问题。学术层面的研究虽然也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有着内在联系，

但形式上却相对独立，更加注重学理关系的考辨和学术研究的探讨，概括地讲叫做“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所谓“三种类型”，其一是指以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者和政治领袖的研究，他们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层面，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层面；其二是以李达、

艾思奇、张岱年、冯契等老一辈著名专业哲学家的研究，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大

众化、通俗化研究，综合创新，造诣深刻，见解独到，自成一家之言；其三是承担了国家相关课题，

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专业学者的研究，包括中央党校许全兴等人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马俊峰

等人的研究，北京大学王东、郭建宁等课题组的研究，共有“十八家”之多。他们在反思以往研究的基

础上，紧密联系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形势，结合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厚积薄

发，势头强劲，力图实现新的理论创新。 

  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借鉴海外研究，对于我们

开阔理论视野，升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澄清海内外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加强不同理论

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

律，增强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在实践中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受语言文化、社会发展、资料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学

术界对海外研究的再研究还很不够，已有的研究往往只限于某一局部或某一阶段的正面问题的介绍或

阐述，缺乏通盘系统的考察，条块分割的情况比较严重，尤其是对海外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缺乏必要的

分析和回答。成龙的这部《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陷。在我

看来，其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 

  第一，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做了系统的考察。作者以海外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为主线，对海外研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梳理。作

者以大量的资料说明，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心，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集中在对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集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集中在对“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海外研究的重心转向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这种学理

渊源的考察，客观上打通了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历史，描绘了一幅海外研究的整体历史

图景，为学术界系统地理解海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 

  第二，对海外研究的核心问题、基本观点做了全面的清理和概括。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尽管海外研究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的理论渊源、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历史地位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本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还是背离和否

定，或者说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

海外学者坚持“继承发展论”，不仅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而且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共性。但也有少数学者坚持“割裂对立论”，他们只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否认二者

之间的共性。作者抓住了海外研究的总纲，廓清了海外研究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一条海外研究的问题

线索。 

  第三，对海外研究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针对海外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

的“异端论”、“唯意志主义论”等观点，作者深入考察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条件，

以及“意志”在毛泽东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根据海外

关于晚年毛泽东及其“文革”的研究，探讨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晚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分析了海

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产生误解、误读的主要原因。针对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非毛化论”、“经济决

定论”、“后社会主义论”、“实用主义论”等观点，作者深入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关系，对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精髓与欧美实用主义基本精神进行了全面比较，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以及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做了深入研究，剖析了海外某些学者得出错误观点的

认识论根源。针对海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提出的“民族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等几种观点，作

者深入分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及其价值取向。针对海外科学发展观研究中提出的“混合

论”、“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论”等挑战性观点，作者深入分析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价值取向

和理论创新。作者在分析诸多尖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

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理论成果是主客统一

的新型世界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发展观的统一整体。 

  作者还指出，海外学者的研究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特点。比如，他们重视比较研究、心

理研究、文本研究、结构研究的方法，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实际考

察谈论中国历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研究重心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来不

把研究重点固定在某一局部或某一个别问题上。作者的分析，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另外一

种思路和声音，对于开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是具有重要启迪作用的。 （作者为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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