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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探索

陈　家　付

[摘　要]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要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实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转换 ,它包括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 ,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

中心;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 ,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实现理论生长点

的转换 ,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 ,使马克思主义被中

国人民所掌握 。这四个方面 ,科学地指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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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标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发展和发挥指导作用的重大

命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展示

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普遍真理 。但是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提出和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

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这就必然给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

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与中国国情的巨大不同 ,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

的问题 ,而且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即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要在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 、理论形态 、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 ,使之成为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 、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从根本上说 ,理论主题是由实践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理论

主题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分析 ,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 ,论证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并找到实现这种代替的道路和力量 。这一理论主题 ,严格地建立在对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情况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也就必然地要发生转换 。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 ,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

阶段还未到来 ,还无这种实践 ,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 1]
(第 287 页)同样 ,马克思 、恩格

斯 、列宁 、斯大林等也不可能提出和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的

问题 ,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第 115页)。

由此 ,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一个规定 ,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

实际问题为中心”
[ 2]
(第 802 页)。这就是说 ,要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 ,研究中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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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 ,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指导中国革命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 ,毛泽东已实际开始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转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随

后 ,1930年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 ,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 [ 1](第 111-112 页)其后 ,

经过遵义会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 ,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理论主

题逐步被牢固地确立了起来 。同时 ,在这一时期 ,毛泽东还发表了《实践论》 、《矛盾论》等重要的哲学著

作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在中国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首先就是要研究和认识中国的国情 ,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毛泽东认

为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但这是就它的普遍指导意义而言的 ,不能因此而教条式地用

它来硬套和剪裁中国革命。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实际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政治民主化程度与西

方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实现了工业化 ,进入到工业经济阶段 ,成为发达

的现代化国家 。而中国仍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所造就的工业化 、市场化 、现代化

的物质基础 ,由此造成了普遍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差异 ,并指出了中国革

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

没有民主制度 ,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 ,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 ,无议会可以利用 ,

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 ,共产党的任务 ,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

战争 ,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 ,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 3](第 542 页)也正是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殊性出

发 ,毛泽东具体论证了中国革命所要经历的基本过程和发展阶段 ,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第一

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 ,马克思主义在

被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的过程中 ,实现了其理论主题的重大转换 。

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过去 ,懂得中国的历史 。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主题在中国转换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强调 ,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是割不断的 ,要认识中

国革命实际 ,不但要了解现实 ,还要了解历史。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3](第 534 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一文中 ,他就是从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国古代至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入

手 ,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的 。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全面 、系统 、科学的分析 ,对于中国共产党

正确认识国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 ,他又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

度 ,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 ,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 ,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

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 ,应聚集人才 ,分工合作地

去做 ,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 、政治史 、军事史 、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 ,然后才有可

能作综合的研究。研究中国的历史 ,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 ,为现实斗争服务 。

二 、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由马克思 、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是用西方的思维习惯 、西方的话语方式来构筑

的理论 ,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 ,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展开的 。要使这一理论适应各个民族

和各个国家的革命斗争 ,就必须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 ,把马克思主义民

族化 ,使其带上应有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各国应有所

不同 。”[ 4](第 747 页)这既包括理论的内容 ,也包括理论的表现形态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中华民族文化传

统和中国人民的接受心理 ,坚信不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转换 ,就无法使这一理论真正地普及于中

国 ,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由此 ,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二个规定 ,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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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转换 ,赋予这一理论以中国的民族特点 ,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

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

思主义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

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

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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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第 658-659 页)在这里 ,毛泽东明确地把“带着中国的特性”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使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特性 ,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用马克思主义去提升中国

文化 ,用中国文化去诠释马克思主义。1943年 5月 ,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 、思想 、道

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 ,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 、反宗派主义 、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 [ 6](第 41 页)毛泽东本人

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 ,能够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完美

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把中国文化发展提升

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 ,又善于运用中国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

中国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

毛泽东也强调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做到通俗易懂 ,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中国

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也有着本民族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毛泽东不仅重视吸收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料 ,也强调要善于运用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反

对“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 ,大力倡导“洋八股必须废止 ,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3]
(第 534 页)。从毛泽东的著

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生动活泼 、富于民族特色 、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精彩语言表达 ,确实成就了一

种通俗易懂 、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 。

三 、实现理论生长点的转换:“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扎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它随着时代变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实现认识的深化和理论的创新。19世纪 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

生后 ,马克思 、恩格斯就把这一理论付诸欧洲的革命运动 ,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际中修正 、补充和发展自

己的理论 。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根据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 ,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探索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客观规律 ,实现了理论创新 ,

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 。由于中国处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 ,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

西方和俄国的特点和规律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 “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

化”[ 7](第 374 页)。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三个规定 ,即实现理论生长点的转换 ,不

断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上升为理论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

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 [ 1](第 296 页)为此 ,他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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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第 408 页)这就是说 ,要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实际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过程

中 ,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 ,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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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这一点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本质方面。

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就是要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中国革

命生动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活水源头 。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路

线和策略 ,不是来自于书本 ,也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创造 ,而是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正如毛泽东所

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 ,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 ,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

程中才能产生的 ,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 [ 1](第 115 页)因此 ,毛泽东认为 ,正确的结论不是

到书本中去找 ,而要在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去得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对敌友我三

方的经济 、财政 、政治 、军事 、文化 、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

要的结论 。”
[ 2]
(第 802 页)显然 ,毛泽东所强调的“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是一个理论创造的

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

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 ,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

的理论性的创造 ,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
[ 2]
(第 820 页)

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还要不断地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 、教训上升为指导理

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中 ,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也先后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 、李立三 、王明三次

“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 ,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

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中国革命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 ,给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际材料 。毛泽东曾经回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 ,经过胜利 、失败 ,再胜利 、再失

败 ,两次比较 ,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 ,我写了一些论

文 ,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党人〉发刊词》 ,替中央起草

过一些关于政策 、策略的文件 ,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 [ 4](第 825 页)没有对中国革命丰富经验教训的总

结 ,就没有理论创新 ,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四 、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 ,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被

人民所掌握 ,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依靠力量的基础来说 ,由于马克

思主义产生于西方 ,它所依靠的力量主体主要是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

无产阶级 。这与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 、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大

国 。这就是说 ,在中国 ,革命力量的主体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仅仅依靠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

成功的。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 ,即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没

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加 ,中国革命将失去其最深厚的力量基础 。

因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其实践的力量主体必然地要发生转换 ,也就是要使它被中

国人民所掌握 ,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 ,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强大思想

武器 ,成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这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四个规

定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

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

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

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是不起作用的 。” [ 8](第 1515 页)在这里 ,毛泽东所提出的“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

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基础。

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它的新的实践力量 。同时 ,这也是中国人民艰

苦探索的结果 。自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走向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的道路而前

赴后继 、百折不挠地寻求真理 ,进行革命斗争。但是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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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了 ,各种救国方案包括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先后破产了。中国人民在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中找到了

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 ,体现着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 ,

也体现着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 ,体现了主观与客观 、历史主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高度统一。这种选

择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 、发展和发挥指导作用的基本条件 ,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它的世界

性传播中找到了新的实践力量。

这种新的实践力量 ,其主体是中国农民 。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

农民 ,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 ,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也就没有一切革

命 。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 ,但是要注意 ,不要把`农民' 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 ,就是

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因为你没有力量 。”
[ 9]
(第 305 页)正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

主要力量 ,是革命军队的主体 ,所以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以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如果这个任务不解

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
[ 2]
(第 1094 页)为了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以农民为主体的广

大中国人民 ,毛泽东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修养 ,为此 ,他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

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 ,但是还很

不普遍 ,很不深入 。我们的任务 ,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 ,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 。所以 ,普遍

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对于我们 ,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

问题。”[ 3](第 533 页)在这里 ,毛泽东实际上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决条

件 。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掌握 ,才能真正使它变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武器 。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阐述 ,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科学阐明了要实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来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 ,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以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 ,要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实现马克

思主义理论生长点的转换 ,要让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以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 。这四个方

面的转换 ,构成了以理论主题 、理论形态 、理论生长点 、理论实践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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