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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一

口管文虎[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610054]

[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途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统一，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

论本质的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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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

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起点。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征途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

化相统一，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结

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本土化与当代化的统一

本文所说的本土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

的民族特点，在中国土壤上的应用与发展，着重说的

是地域性问题；当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

应用与发展，着重说的是时代性问题。本土化与当代

化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规

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

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飞跃，顺应时代要求，成

功地解决了本土化方面的问题。第二次飞跃，在和平

与发展的新时代，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

代化的高度统一，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伟大事业。

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科学概念和历史使命。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

民族形式才能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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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

背景和时代特点。他深刻地认识到，“自从帝国主义

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TM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地分析过中国革命的时代

特点，阐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科学

论断。但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和教条主义盛行的条

件下，毛泽东主要还是强调本土化。他反复告诫全

党，“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

现在及将来)”。¨1在当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紧迫、最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邓

小平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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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

里说的“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既包含了本土化的内

容，又凸显出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践的每一次结合，都是围绕那个时代中国重大

历史课题展开的，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化的趋势。

但是，真正实现本土化与当代化统一的历史进程，是

在邓小平领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

邓小平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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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结

合。1978年底和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日本和美国，

使他对“现代化”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与了解。在日本

乘坐新干线后，他说，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但是，

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呢?他认为，要“走

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马克思主义必须与

中国实际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

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3同时，他又特

别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本土化与当代

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

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

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刊江泽民

在党的十四大上阐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

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o这个论断，突

出了邓小平理论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统一的品格。

本土化和当代化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

二次飞跃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特点。江泽民指出：“马

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

有意义。叭训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和平与

发展新时代的产物。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当代化相结合，除了

正确认识与判断当今时代主题和特征之外，最重要的

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1983

年Xlj／J,平发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号召。这“三个面向”，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

问题的深邃思考，实际上指明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

义当代化的基本要求。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他强调，“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

眼于下一个世纪。”“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

代的要求。州引这些论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

当代化相统一的深刻思想。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提

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

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一国两

制”构想。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系列的重要思想

和基本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高度统

一的结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

形势又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前行和国际关

系的深刻变化。顺应新形势的要求，江泽民以与时俱

进的精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又一个新成果。当今，以胡锦涛为首的党

中央，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

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等一系

列新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化推进到一个

新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本土

化与当代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

展的一把金钥匙。

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党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规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

认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要求全党，“要大力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

国发展的新境界。”“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

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

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

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

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一劳永逸，“时代条

件发生了变化，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

识就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

探索和概括”。¨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当代

化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理念和

自觉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二、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

结合

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结合，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另一个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过

去。我们在应用这些基本原理的过程中，也探求过马

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方面的

局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基本原理应用的

层面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教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这种历史局限性及其

消极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x5JJ,平以巨大的理

论勇气和创新精神，领导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新征程中，着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邓小平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是什么”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引导全党深入探讨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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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

的。”后来他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

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

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

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

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

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叭刊邓小平

的论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

谛。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邓

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州71这个科学论断，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衡量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尺

度，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尺度；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的尺度。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

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

础”o[JJ]因此，他们设想，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o-[J2]恩格斯认为，这段话精辟地表达了关

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I引在《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又说：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

由的人。州比1因此，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以人为

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

刻理解和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

出：“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

的新认识。”¨刮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胡锦涛说：“坚持以

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州b’我们党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

过程。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实现每

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但社会主义社会是逐

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次四川汶川强烈

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党和政府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地震发生

后，胡锦涛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

全；温家宝总理立即赶赴灾区指挥救灾工作。胡锦涛

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强调，“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

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o[]GJ美国

《洛杉矶时报》5月17日发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关

心民众疾苦，重视民情，身体力行以贯彻以人为本精

神。”《欧洲时报》5月20日的社论写道：中国领导层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执政实践中

渐渐凝聚了民众的共识，取得了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度

信赖。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谐的社会

环境和国际环境。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与共建和谐世

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指出，“实现

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

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o"L17]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第一次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

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2005

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

会议的讲坛上，郑重地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j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申明，“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

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引这

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同当代世界实际很好地

结合起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

内容，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

深度。

三、从谱写新篇章走向科学理论体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谱写新篇章到形成科

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的成功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个

任务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56年4月4日毛

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

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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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

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

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州驯毛泽

东在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又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

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

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01'[21]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飞跃，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

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

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毛泽东思

想。这是毛泽东伟大的历史贡献。他要求全党，“在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州驯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㈣毛

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但是，他没有

能够完成这个“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

经验和研究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

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

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历史

进程中，铭刻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历史

贡献。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

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

篇之作，是奠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xlj／b平为核心

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指明新时期党的思

想路线，建构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

质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

署，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

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深

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

上，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顺应时代大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

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

重大战略思想，基本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

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

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

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

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

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内

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

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

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

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

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m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如此。它形成的时代背景，是

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新特点的准确判断；其历史根

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

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生动实践和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

的理论体系。”【I引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1胡锦涛说得好，“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

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

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

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

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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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ge of Marxism of China

——In Memory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GUAN We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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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s a new start of Marxism of

China．In the 30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alized the unity of Marxism’s localization and modemization．From

the applic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essence，the socialism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

formed gradually and the new stage of Marxism of China was opene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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