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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步伐而推进，随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概括起来讲，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大历史

阶段，产生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成果。 

  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经

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创造性地回答了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成功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

利，建立了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

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革命，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所处的世情所决定的。中国

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是同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联系的，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什么时候就发展，否则就会遭

受挫折，就会失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一系列有作为的人物，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为

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推动了中国进步，但又一次一次地归于失败。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

导。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旧中国，幻想运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采取改良主义的或资产阶级旧式

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解救中国、复兴中华

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

义作为富民强国的唯一出路。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必然选择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选择马

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带来两个

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必须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否定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没有生命力了；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相

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理论的指导作用；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信奉“洋教条”或“土教条”。这



 

三种表现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必须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指导实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和特征，正确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关系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科学把握了中国革命的

规律和特点，逐步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

一步，先进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

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同盟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

产阶级，形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社会

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主要形

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武装夺取政权；军队建设、党的

建设、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革命道

路的特殊性，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

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不失时机地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

策，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就实践成果而言，有两大成就：一

是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照《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新中国；二是在过渡时期

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社会主义

革命。就理论成果而言，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和改造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奠定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

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二个历史阶段的第二次伟大飞跃。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

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总体上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两个时期。

前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时期，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又

为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上、制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即后30年时期。在新时期，我们党紧紧围

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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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都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回

答“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回

顾我们党走过的道路，无论胜利或挫折、成功或失误，都与是否正确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

 



导”的问题紧密相关不可分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党曾经出现过离开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一度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但我们党是一个自觉坚持真理、纠

正错误的伟大的党，每当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

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大胆探索，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胜利，不骄躁，面对挫折，不气

馁，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一步一步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

一根本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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