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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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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应该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

体实际,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
也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实践进程中。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生成、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
环演进、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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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作为一个概念或命题,是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

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如果作为一种实践

活动,从“五四冶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

开始了,并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

程。 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科学

内涵,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内涵不

仅是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还未达成统一意见、需
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难点问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 但这种结合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

程,不仅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随着实

践、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而且“中国具体实

际冶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是特定时期中

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 因此,这种

“相结合冶不仅是不断发展的,更是一个不断创新的

过程。 邓小平曾谈到:“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

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

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冶 [1]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并不是简

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或在中国的应

用,这种“化冶应该是两者结合后发生“化学反应冶,
能“化冶出新的东西。 有的学者也具体分析了“化冶
与“应用冶的区别,“应用冶不等于“化冶。 某种理论

的“应用冶是指用它解决问题, 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

化。 “化冶则是指理论本身的变化。 “应用冶充其量

只能为“化冶提供理论依据。[2]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问题时说:“‘化爷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之谓也。冶 [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
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

西,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冶。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本质上应该是中国

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及结

果的统一体,它既是一种历史进程,也是一种理论体

系,还是一种理性自觉的精神,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这也由此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内涵不是一次成型、
一成不变的,而是递次生成、循环演进、具有多重内

涵的概念。
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不是先验、既定的,而是

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要

所形成的,正像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



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冶 [4]。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

的入侵使得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从此,百余年来,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
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一百

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
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

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

真理。 但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我们才

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最终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十月

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吸引了先进的中国人,并使他们

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济中

国的危急及不独立冶,“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冶 [5];
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西方,但其

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共通之处,因而,
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中国人接受它的认知障碍。

但对中国人民而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外

来文化,中国人民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会受到中

国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等因素的制约。 这也就

决定了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已是被

中国人民“中国化冶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打上了中国

烙印的、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第一重涵义。 因此, 所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 其初始涵义是指中国人民在

自身需求与文化制约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其内化

为契合中国国情、迎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的过程

及结果。 这样,被中国人民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

义,就不再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了,而是被初步

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实践步步向前推进。 在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命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从中国国情

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

要性及其实现途径等开始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从
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探
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如马

克思揭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但这条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具体表

现形式。 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而取得胜利

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也学习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

义的经验,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武装斗争的

实践还没有取得“中国化冶的形式。 后来,我们走出

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是因为我们实现了从城市中

心转向农村中心武装斗争实践的“中国化冶,正是在

这种中国化的实践中,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 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

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

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

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冶 [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

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强调科学对待马

克思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
行第二次结合冶,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

路,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

路。 后来由于毛泽东背离了中国国情,使得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巨大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

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冶 [7] 经过邓小平的大力倡导,由
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逐步恢复

起来,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

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道路奠定了

思想基础。
这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把

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第二重涵义。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

一种双向互动,既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也包括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

升。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的讲话中曾经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

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

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冶 [8] 因此,在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要注意及时把

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这种新的理论性

创造过程中,要注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基础上,一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

内容上的衔接和融通。 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必然存在一些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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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共性相似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对实践经验进

行理论概括与提升时,要注意做好两者在内容上的

衔接。 另一方面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进步的、富有

生命力的内容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原生态的马

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总结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

建的,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

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契合中国国情、能为中国人民所

接受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精神指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不断的经

验总结与积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等。 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指导,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大量的

论点、具体结论和基本原理,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在坚

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总结

实践经验创建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结

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的第三重涵义。
用马克思主义“化冶中国只是我们最初革命救

国的工具性需求,我们应该在用马克思主义“化冶中
国的同时,用中国来“化冶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应用

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

践基础上通过自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创建出中

国本土性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在新的实践条件和理

论基础上,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本

土性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

的理解和认识,积聚和提升中国人民自身的马克思

主义理性修养的过程及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冶的第四重涵义。
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无限深

化的历史进程,所以,以上述学习和创新为内容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也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简单

重复性的,而是在这种理性自觉的精神指引下,不断

学习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性新马克思主

义,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再创新的历

史过程,并不断在新的高度循环再现,以至无穷。 因

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而言,其内涵是递次生

成、循环演进的,而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是前述四

重内涵递次生成、循环演进的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
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既是一种实践运动,又是一种理论形成的

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始终是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又要在

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

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时

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应用。 “我们要把

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

新的东西。 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
不得敌人。 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

西,这样就用得了。冶 [9]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中提出了中国

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说“我们要使中国革命

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冶。 也就是说,我们在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

国实际问题的同时,要注意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新

的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 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的,中国的实践、中国的经验中有许多的内容都是原

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新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等;或者有些内容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只

有原则性的设想,而中国的实践大大丰富了、具体化

了这些设想,如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 这些经验总结以其显著

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上讲,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冶,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研究和解决中国

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所形成的系

统化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带有中国作风和中

国气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也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

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过程中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

理论概括与提升所创立的新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

的内在要求。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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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
相对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讲,作为理论体

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和发展冶,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大地,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求得中国

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以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依据中国的实

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传统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

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冶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推进了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

了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

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会在新

的实践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

的历史进程。
总之,从结果上看,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冶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成果。 任何真

正的科学理论都具有开放性品格,保持高度的开放

性是科学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 马

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和

广泛的包容性,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情

况的变化不断吸收新元素、迸发新活力。 因此,我们

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

总结新鲜经验,并将其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

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实践中,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所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已经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作为一种理性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
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解决中

国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方法和态度。 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 矛盾无处不在,矛
盾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不断出

现。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不断使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冶的问题,这也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

史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作为一种方法

和态度体现在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

义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切问题的

实践过程中,是一种理性自觉精神的体现。
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就

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旨归,领导中

国人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

指导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性自觉。 它表现为

在实践活动中遇到问题主动发问、合理寻找和利用

相关理论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再实践、再发问的一

个逻辑过程,这个过程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合目的

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理论的导向性与

中国国情的客观现实性的互动中展开的。
理性自觉是一定主体的理性自觉,因此,在理论

与实践结合问题上,总是存在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在近代中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中国新

出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

都在苦苦追寻与实践,但不管是中国式的“太平天

国冶,还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冶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

告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搬

来民主主义,试图以其“三民主义冶救中国,但刚刚

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又很快被北洋军阀的袁

世凯所窃取。 中国人困惑了,有血性的先进分子萌

生了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都不能成功

呢? 毛泽东叩问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
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冶 [10] 正当中国人彷

徨、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

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由向西方

学习转为向苏联学习,开始由用西方的民主主义救

国转向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冶,
并开始了自身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

成立初期,一度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中国革命陷入低谷。 由此

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始是从工具理性的层

面看待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后来经过两次失败、两
次成功的反复实践,才证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
本冶是不行的,才逐渐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

国实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断总

结中国实践经验,开始从价值理性层面来看待和运

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更

·101·第 29 卷摇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夏从亚: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内涵



高的层次。
实践证明,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前提和关

键。 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以苏为

鉴,走自己的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合冶,从而夺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初步胜利。 后来,由于理论、政策与实际严重脱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招致严重挫折。 党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路线,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经

过 30 多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

进步。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的 21 世

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只

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

线不动摇,牢固树立结合意识,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探索和发展就一定会少走弯路,不走邪路。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塑造一

种“返本开新冶的自觉与自主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冶的
辩证统一。 “回到马克思主义冶并非是要照抄马克

思主义的原话,用本本去框现实,而是要从现实存在

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用马克思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客观

实际的新话,去解决现实问题。 因此,“回到马克思

主义冶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是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因为只有返本,创新才会有依据、有方向。
“发展马克思主义冶是指,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人们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

化,不断地改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观

点,抛弃原来不完全乃至不正确的认识,不断地总结

实践经验,自主“创建冶新结论、新原理来代替某些

旧的、过时的原理和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

新发展。 “回到马克思主义冶是手段,“发展马克思

主义冶是目的,二者统一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冶的实

践,这样才能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独立自主、
开拓创新的自主与自觉意识,更加有效地解决实践

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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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ot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Trinity

XIA Congya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In essenc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be the history process and results entity of study,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 during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t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process, but also a kind of theory system,
and a kind of rational spirit, unify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a謖s concrete reality. Therefore, the con鄄
not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not be a generation, but it is a concept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 and cyclic evolution.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inity;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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