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3位ISBN编号：9787212031008

10位ISBN编号：7212031003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安徽人民

作者：王先俊

页数：2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等问题的阐释
为立论基础，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进程之中，依据党的历史文献，
观照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动态，系统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等问题，充分展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以及
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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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俊，男，1962年6月生，安徽霍山人。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安
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党建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学术
与技术带头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思想论坛》
、《党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邓小平
建党思想研究》（合著）、《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合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合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合著）、《中国
民主建国会》（合著）、《九十年代的两岸关系》（合著）、《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合著）等9
部，主编和参与编撰专业工具书、教材7部，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教研课题9项，获省（部）
级奖励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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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书总的想法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去考察，进而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阐释
，这是本书立论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迄今为止，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内涵的解读并不一致。
这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复杂性，而另一方面这种结果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的推进。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国实际
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拟将这几个概念联系起来分析，以求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内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
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首先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两个概念提出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根据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接触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其情形大致如下：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思想来说，早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就已提出。
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
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方面去作。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不同。
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
社会主义，亦复如是。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
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这里已蕴涵着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萌芽。
1920年底恽代英在给刘仁静的信中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
针来。
”1921年张太雷指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
”。
1924年恽代英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
1927年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一步明确。
1929年在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决议中，在讲到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提出：（1）教育党员用
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2）使党
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
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1930年由他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通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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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的先导。
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这一思想原则，在探索适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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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
》、《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重要成果。
这些成果代表着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科学、军事科
学方面光辉的理论基石。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前，已有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上和
实践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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