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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

周建华１，张文婷２

（１．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２．湖南科技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处，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实现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命题；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

国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

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２２－０５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Ｃａｒｒｉｅ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１＆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ｔｉ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ｐｕｓｈｅ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ｅｃ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ｅｗ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ｉｎａ，ｈｅ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ｈａ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ａｖｉｎｇｕｓ
ｗｉｔ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毛泽

东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善于总结和学习

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毛泽东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１］１８６毛泽东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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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本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

行初步探讨。

一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开辟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

毛泽东一时兴起，而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并从中国共产党近２０年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及理论准备不足，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出现

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给党和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毛泽东总结了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经验及“左”“右”倾路线带来的教训，初步提出了把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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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１－１１２这里，毛泽东虽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但已清晰地阐明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

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雏形。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逐步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了十年内
战时期党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指出研究战争规律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战争情况不

同，决定战争的指导规律也就不同。１９３７年７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阐述了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２］２８４；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总原则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２］２９６。同年８月，毛泽东
在《矛盾论》中再次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指出，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哲学上充分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为什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

如何实现结合，为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奠定了基础。

经过《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论证后，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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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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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毛

泽东对我们党近２０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１９３９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３］６１４原则。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

地统一起来”［３］７０７。经过毛泽东的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在党的“七

大”上写进党章。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萌芽，还是这一命题的最终提出和阐发，都始终贯穿着毛

泽东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可以说，毛泽东对党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提出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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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理论，是毛泽东在系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

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对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

早在党成立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农民运动的经验，对中国

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１９２７年３月，毛泽东经过２３天的调查研究，并在总结自己领导农民运动

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农民中的阶级阶层及其各自对

革命的态度，阐明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性质、对象、组织实施等，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

的对象、动力等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又对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

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探索。１９２７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２］４７著名论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的“六大”后，

毛泽东认真总结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系统而深入地阐

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一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理论。至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形成轮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这些

经验教训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毛泽东系统总结和概括这些经验教训，在此基础

上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１９３９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成立

以来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中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并

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前途和总路线等基本理论问题。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了抗日战争的

经验，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经过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及理论概

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并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党的“七大”上，随着毛泽东思想

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正式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着重总结了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继续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１９４８

年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的新经验，在此基础上完整表述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革命政权的历史经验，

全面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可见，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历史

经验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没有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

深入总结和理论概括，就不可能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三　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第二次结合”
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

性飞跃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我们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性

课题。为解答这一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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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我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国的经

济建设主要是照抄苏联经验。对此，毛泽东虽然“感到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但认为“这在当时是完全

必要的”。然而，苏共二十大召开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苏联模式，并着手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

经验教训。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指出，苏联模式出现的弊
端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总结再次为党如何认

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第二次结合”思想，他指出：“民主

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

路。”［４］２３－２４“第二次结合”的提出表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正确方向，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在“第二次结合”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系统总结新中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教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
系》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东又作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历史经验，借鉴斯大林混

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１９６０年６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从认识

论的高度对我国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并论述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原则、方

法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全面总结建国以来
尤其是１９５８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指明了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的总体方向。经过毛泽东对建国后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

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阶段等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起来，也由于没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

后来的探索中逐渐偏离“第二次结合”，并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尽

管如此，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思想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为实

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　几点启示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这其中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启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历史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和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

不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是总结历史经验

所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曾要求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从中引出理论性的结论，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视。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历史教训。例如：在总结党的历

史经验过程中，他不仅重视总结正面经验，而且还重视总结反面经验；不仅重视总结中国经验，而且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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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总结外国经验；不仅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而且还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

２．围绕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来总结历史经验
总结历史经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分析历史经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要求历史经验

的总结必须围绕解决现实问题来进行。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围绕解决重大现

实问题来总结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围绕中国

应该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及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重大现实问题，深入总结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围绕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

重大现实问题，系统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第

二次结合”思想，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

基础。

３．要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众所周知，总结正面的历史经验能让人鼓足动力，不断前进；总结反面的历史经验能让人找到差距，

明确努力方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

车之覆，后车之鉴。”［５］３９９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积极总结我们党的正面历史经验和

反面历史教训。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总结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

而且还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

题，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又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仅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成功经验，而且还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结合”思想。

４．要把调查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和理论创新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两个重要环节。一方面，调查研究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

和基础，不进行周密调查研究，就不能掌握大量、真实的实践材料，也就概括不出正确的历史经验；另一

方面，理论创新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所在，不将历史经验升华为科学的理论，就不能抓住事物本质，也

就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把调查研究与理

论创新结合起来。例如：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深入宁冈、永新、兴国、东塘、李家坊、

木口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对这些经验进行加工、提炼、

升华，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可以说，正是通过亲自调查研

究，毛泽东总结出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正是通过理论创新，毛泽东又把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上升为

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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