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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代背景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劫难。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

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二） 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新的思想武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进入新的发展历程。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同党内外各种错误

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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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参加革命斗争、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的实

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

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

想,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四） 文化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文化渊源。在精神品格方面,毛泽东继承了 “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政治思想方面,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民本”思想,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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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对 “实事求是”这一民族话语进行了新的诠释,并赋予其深刻的思

想内涵,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在军事思想方面,毛泽东批判地总结了中国战争史上的经验以及中国古代兵法,为创立农村

革命根据地、提出 “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也为后来创立游击战争

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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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

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各国签订了 

《四国条约》 《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等条约。20世纪20年代初期先后爆发了直皖、直奉

等军阀战争,使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政治局面更加混乱。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

领,就是要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

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先后发动了香港海员罢工、安

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一度在全国掀起了

工人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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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

由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力量太过强大,在1923年吴佩孚残酷镇压、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 “二七

惨案”之后,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决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

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

正式确立和全国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

1925年1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

出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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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

1927年,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夏,除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三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外,中

国共产党人还在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安徽、福建等十多个省份,组织发动了上

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井冈山地区,领导当地人

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启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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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李大钊、

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和演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集中了全党的正确主张,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

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代表性理论成果。

1927年1月至2月在湖南省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在

当地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著名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批驳了非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

论,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则主要是土

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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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由于党在幼年时期还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

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以毛泽东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形成。

第三,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初步形成。

第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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