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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内容简介：“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是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全国
性马克思主义论坛。
“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至今共举办了八届。

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这一主题，就“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及
当代世界”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此次论坛达成了五项共识：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发展
史。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经验。
第四，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加强对它的理论阐释与对外宣传是理论
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本届论坛达成的这些共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的认识，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明确了今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方向，为我们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

作者简介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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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32年7月，上海笔耕堂重印，改竖排平装本，译者署名吴理屏。
 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重印，竖排平装本，译者署名吴理屏，书前有张仲实翻译的V.Posner的《（反
杜林论）出版六十周年纪念》一文。
这对当时的读者了解《反杜林论》一书很有帮助。
 1938年3月，《反杜林论》又被上海生活书店重印一次，以应当时的急需。
 1939年5月，重庆生活书店重印，封面印有“世界名著译丛之三”字样，书前也收录了张仲实翻译的
《〈反杜林论〉出版六十周年纪念》一文和“译者序言”。
 1932年，吴亮平在党的营救下出狱。
他辗转到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经济工作。
当时，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想方设法从各处进行收集，其中就收集到了吴亮平译的《反
杜林论》。
毛泽东得到这部著作后爱不释手，并多次同吴亮平探讨《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
他不仅注重书的内容，而且还注意译文是否优美。
例如哲学篇第十一节末吴亮平用了“太过沉溺于杯中”，毛泽东看了说：“这样好，有味。
”他还认为吴黎平这个署名很好。
 1937年，吴亮平跟随红军经过长征来到延安继续从事中宣部的工作。
1939年，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他花费半年的时间将《反杜林论》的译文根据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院1938年订正的新俄译本、德文原本和英文本重新审校一遍，更正了许多初译时由于地下工作条件恶
劣而导致的译文错误。
此时，延安已经建立了印刷厂，这个校订本就在1940年8月由抗战书店出版。
全书为竖排32开本，用的是粗糙的通廉纸。
书前有译者根据苏联哲学家尤金的文章编译的《〈反杜林论〉内容大要》，以及吴亮平于1940年7月7
日写的《〈反杜林论〉中译本出版十年小序》。
在《小序》中，吴亮平简述了《反杜林论》中译本的十年沧桑，并对书的内容作了简明的提要钩玄。
此外，在这一版的正文中还加有注释。
1978年，吴亮平在《〈反杜林论〉中译本的五十年》一文中写道：“《反杜林论》的l940年校订本，
对我来说始终具有很大的纪念意义。
因为它是我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
假如说，1930年我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时，主要还是出于对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的朴素感情（当
时我才二十二岁），那么到了这时，我在毛泽东同志教育下，对搞好《反杜林论》这本名著的译本的
认识是比较提高了一些。
” 1940年版《反杜林论》也被多次重印： 194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重印，32开竖排平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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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
果与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及当代世界”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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