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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推进和深化(3) 
——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虽然采用党史的分期，却以两次历史性飞跃作动态性表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既然如此，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就不能不采用党史的分期，即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

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年的三个时期。但是，该书不是党

史，对这三个时期的表述，就不能简单套用党史的说法。为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

跃，课题组将它与党史分期结合起来，给予了这样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这是一个新的表述，课题组就将其作为展开叙述三个

时期历史的三编之编名，以期广大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个时期的主题，明确每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抓住

每个时期的特点。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论述，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之果 

  该书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对历史进程的叙述就着重围绕“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来

展开。所谓独特的东西，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也就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纵观全书，其主线可概括为“二、二、二、三、二”。第一个“二”，是党领导的两

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伟大革

命，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个“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

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个“二”，是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中国特

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列为第四的“三”，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

作为目前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后一

个“二”，是经过党的十七大整合后已形成普遍共识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可概括为两大理论

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90年历史所获得的实践之果和理论之果。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论述，突出“探索”这一视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干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也是

如此，即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在写作中，课题组强调成功是

在探索中获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

了探索的过程，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过去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当看

做是在进行探索。特别是建党初期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还有其他领导

人，实际上已开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程。陈独秀在领导党的前期所作的贡献是如此，

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也应当这样去认识。同样，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所犯的“左”的错误，

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也应当从探索的视点来看待。该书努力跳出过去“路线斗争史”的

传统模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该书的写作，强调夹叙夹议、突出重点，有史有论、由史及论。历史进程有三编，每一编

都有很多章节，每一章都从分析形势、提出问题切入，以怎样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展开分析，最后

归结到理论，使之既体现历史的实际进程，又自然地展现理论的成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可谓分量重，学术含量高，有

力地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该领域具有标志意义的一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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