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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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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结合。要着重在“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  

    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城市中心还是农

村包围城市？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过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创造了一条在偏远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还有，谁能担当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角

色？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在全国人口

中的比重太小。从认为不以工人为主力军就不能算是共产党的传统观点看来，这又像是“异端”。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

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 

    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  

    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针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

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是讲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以为，三个东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

论上的三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三大理论创新之前，还

有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

开放。三大拨乱反正，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观点看来，都是“异端”；三大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

看来，也都是“异端”。要把这些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的东西，突出地充分地刻画出来。这才

显示出光彩！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面的，不只在这几个突出点上。有些“化”的成果，达不到被疑为“异端”的程度。论述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也应该是全面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上。  



    能不能认为凡是“异端”都属创造性发展？当然不能。对“异端”要作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

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检验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是从实践中来的，一个是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被证明为正确的。从头脑发热

凭空而来的，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则不属于创造性发展。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当时都被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甚至被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第

三个里程碑。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经过第二个历史决议，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历史

的错误，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的东西，是怎样来的，怎样发展的，怎样造成损失的，怎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也

都要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只不过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歧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本经验中的负面。但是没有这个方面(实际上存在的方面)，也不能充分地完整地表达和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

经验。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面的丰富的辩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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