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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仇小敏 
 

(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摘要: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开启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坚持、发展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解决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地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理论境界。这充分证明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时俱进的内

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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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我

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在继承马列主义的

同时，不断发展马列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又根据中国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四大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中国实践

的指导作用，解决了中国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最重

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

断地推进到新的理论境界，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以蓬勃生机，这充分证明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一、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主张树立起任何教条主

义的旗帜，都经常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都要随时

随地以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强调理论在实践

中坚持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60 年来的发展

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过程中

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

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实践性，

赋予了它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动

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

基本原理，并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来指导中国的革

命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

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不前。停止了，老是那

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1](417)以他为核心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我国革命实践经

验的科学总结，就是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革命时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当时党内所存在的

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

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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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并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理论，但不应当把他

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

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

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

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实践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

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

和方法。而要能够认识和把握创新性的实践，就要坚

持以问题为中心的态度和研究方法，因为它规定了我

们的实践。针对当时党内所存在的对我国国情的不了

解，照搬马克思主义并用之来套用中国的具体革命实

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

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各个时候把所有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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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都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

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他在《整顿党的

作风》一文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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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做出符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

实际相联系。”[2](820)所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那种把什么都寄托于别国

的经验和“本本”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他强调中国

社会的性质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一切革

命实践问题基本的出发点，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

状与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

的革命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

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

国革命的实践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

洞的马克思主义。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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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要在

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离开中国实际情况领导中国

革命是不行的，离开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固守已

有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也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

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并经过自己的实践证明,只有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革命起死回生。所

以在 1938 年 9 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新阶

段》的报告中, 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659)这一命题和任务，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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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

国特性，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

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便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共识，后来经过延

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的基本思想，在党的七大又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写进了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革命

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概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

泽东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纪元，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新境界，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又提出“洋为

中用”的号召，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建

设实践“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认识和实践的一个总结，并在 1956 年的《论

十大关系》和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

于“左”的思想把这种探索引向了歧途，发生了“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失误，致使这

种“结合”未能实现。然而，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成

功、积累的正面经验和留下的反面教训，都为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第二次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

论的诞生，做了实践准备。 
 

二、实践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坚持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

果，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科学总结我国实践经验教训和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

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积极回应 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挫折而形

成的又一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具体

建设实践相结合，是邓小平的基本准则。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新时期建设的新的实践中，

吸取了毛泽东在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经验

与教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着力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如

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心任务就是要

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相结合。如果说，毛泽东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

家中，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决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走什么道路问题；那么邓小平则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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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带领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带

入了初步繁荣强盛、人民过上温饱生活的小康社会，

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如何坚持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

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

国实际，离开本国的实践，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照搬外

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强调只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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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强调“我们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

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

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果。这方面我们有过不

少的教训”。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真理，是我们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指针和行动指南，是我

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所以必须

毫不动摇地坚持“老祖宗不能丢”，社会主义“不会倒”，

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使命不能变，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断开拓马

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从而不断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不

断开创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的新

局面。也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

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具体实践的方针，

才能取得胜利，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必须

根据现在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在新

的实践中不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

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一个国

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出的环境不同，左邻右

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不能照搬；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

有意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必

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新时期

建设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他不仅从马列著作中认识社会主义，而且更重

要的是从现实社会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围绕着“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迷信

“本本”，才突破了过去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

实践中成功地开辟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阶段，坚持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三、实践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跨世纪的千年之交，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

的竞争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

向纵深领域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

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科技极大地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在这

种形势下，如何应对一系列关系到我国主权和安全的

国际突发事件，如何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

出现的困难，如何抵御种种风险，如何继续使党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等等，这一切要

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跨世纪发展的伟大实践相结的过程合

中做出新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 
根据国际国内跨世纪的新实践、新情况和新问题，

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

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决不能停留在

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

或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

认识上，或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理解上，

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去分析和解决新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

形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

切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不断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

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

是在不停的变动中，马克思主义必定不断发展。而且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和变化，我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也要不断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

国的实际运用也要不断进步。他强调我们要紧密结合

国内外跨世纪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

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践，紧密结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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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物质文化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

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深刻变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

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

开辟新境界；强调一定要以我国跨世纪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着眼于对马克思

主义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马克思主

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

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与时俱进的

品质，必须与时代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在实践中创新

和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强调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强调世界在变化，实

践在发展，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拓展理论的新视

野，提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无止境，我们要突破前

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

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

够不断创新；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

和变更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

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

伟大理论成果，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跨世

纪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

跨世纪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

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

造性地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从而在跨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成为

继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

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四、实践与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推进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

纪发展的实践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世纪发展的新趋势，深入分析

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的新特征，从新世纪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坚

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的科学发展观,在党

的十七大又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

是统筹兼顾”[5]，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

训，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的新的实践我国为什么发

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它是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中国化的再一重大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源于发展的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是

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发展实

践的经验总结。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

验，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我国发

展全局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世纪发展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解决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指明了方法。

科学发展观是实践的产物，其全面发展问题、协调发

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谐

发展问题等等，都是在实践中应运而生，而且也必须

在实践中才能解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实践发展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解决新世纪复杂的国

际国内矛盾以及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理论武

器，它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反映了

我们党在实践中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我们党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更加成熟，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关于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观深刻认

识和把握了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这样一种基本国情的变

化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和把握了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

球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深刻认识和把握了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

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

盾，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新

期待，为实现我国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武

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

展观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深化了对共产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党的发

展理念，反映了新世纪中国实践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

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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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与时俱进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境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发展进程我

们可以看出，只有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新

的时代课题,才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新

的实践，从而不断地推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党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

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

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

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5]实践永无止

境，创新永无止境，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与时俱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与时俱进紧密

结合的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始

终坚持这一与时俱进的实践本质，又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实践根源。这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

关键所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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