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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第一章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

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近代中国

的仁人志士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找到一条

救国道路,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

的紧密结合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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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际,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等思

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改变过去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各

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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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了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正式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

毛泽东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发表了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使毛泽东思想逐渐成熟,进一

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1941年到1945年,全党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从根本上纠正

了党的历史上的 “左”倾和右倾错误,破除了党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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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

1945年党的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总结,并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一节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



第一章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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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中国问题”和 “创

造些新的东西”实际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即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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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系统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并使之上

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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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重要观点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认识和

掌握毛泽东思想,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1.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正式提出的,

并在1945年的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 《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

志的思想”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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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1.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1942年7月1日, 《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 《纪念 “七一”全党学习

掌握毛泽东主义》,该社论使用了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

义。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 《解放日报》发表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使用了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王稼祥在同年7月8日 《解

放日报》发表的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 “毛泽东思想”这

个概念。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并进一步阐述了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

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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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1.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做出新的科学概括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

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把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

内涵的界定做了进一步完善,其中第二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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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 “和建设”三个字,使其内容更加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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