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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2005-4-5  孔德生  阅读3171次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

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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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1〕

可以说,如果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

次历史性飞跃,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其体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和特点所要求的,也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

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指明了方向,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正的思想武器,是运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第一,马

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与特点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在于同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也是它

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第二,中国特殊国情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的革命

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可循,必须将马列主

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自己的路子。否则,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三,中国共产党正反两方面

历史经验表明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党建立伊始,不甚懂得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氛围中,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

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及其实践。两次胜利与两次

失败的宝贵经验与沉痛教训,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是真正

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以血的代价由不自

觉到自觉、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的觉醒,而后达到全党的共识。在此曲折的斗争中,毛泽东率先觉醒,贡献

卓著。 

    

    1.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建设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中共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革

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针对这种错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举



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提出“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观点,为中国共产

党人摆脱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成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和奠基石,它是党内的一次思想解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1938

年,在中国抗日战争伊始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

及时地向全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这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为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开创了新局面。 

    

    2.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 

    

    1937年7月,为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和

《矛盾论》的著名演讲。其中心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论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

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论证关于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

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

中国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3.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1941年,全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

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思想解放,精神振奋,运用马

克思主义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延安整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

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4.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树立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不仅率先倡导反对本本主义,为党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

而且身体力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解决

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创了一条

经过民主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

共和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树立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 

    

    (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

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发表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思想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是毛泽东在大量

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基础上完成的。其军事思想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是毛泽东思想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毛泽东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观察分析战争与战略战术分不开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结合中国革命

实际,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后,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战



策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战略策略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主体部分与成熟标志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则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综合运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

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而创造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综上,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二、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规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时

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标志:一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发

表;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三是建党建军思想和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

四是土地革命路线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思想的形成。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的基本形成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体系的重要时

期。其主要成果: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二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一系列战略战

术思想的系统阐述;三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理论基础的奠定。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的完整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向了高峰。党在科学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

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将历史经验加以升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完整

化而达到成熟。其主要标志:一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理论的全面展开并提升为中国革

命三大法宝和规律的高度的论述;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完整化,从而形成连同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理论的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与规律性问题 

    

    审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反对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历史特点。这

主要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马列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二是中国国情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诞生地西欧和俄国截然不同;三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决定了它的形成发展必须

要同教条主义作斗争。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

对教条主义,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二是正确认识中国特殊国情,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尊重群众实践,集中集体智慧。四是具有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

气。 

    

    

    

    孔德生,绍兴文理学院党委宣传部副编审兼社科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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