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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历经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贯穿其间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科学地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这个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并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
，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可简括为：“三、二、二、二、三、二”，即分为三个历史
时期；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
思想（包括三大理论成果）的两大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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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首席专家。
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等工作；
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参与主持编修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个人专著主要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
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石仲泉自选集》等。
有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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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历史大背景。
有一种说法，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能救中国。
这是无视历史的妄说。
上文之所以引述毛泽东的亲历回顾，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尽管中国有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历史文化，
但是儒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不能解决救中国的问题，而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某些儒学思想恰恰是中国
走向衰败的理论。
尽管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中，不乏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绝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
理论。
而这是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中产生。
没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底蕴，没有上述两个基本理论的伟大发现，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也不可能找到救中国的真理，获得改变中国面貌的强大思想
武器。
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立足于现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理论才能突破中国几
千年来的小农社会意识，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才能代替封建社会的王朝更替观
，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红线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超越描述表象的混沌的治乱史观。
从而，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工具之说才有科学根据。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要同运用其所在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或时代化）”两个方面。
尽管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逐渐明确的认识，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却是或隐或显地含有这两
个方面的，只是表现形式在某个时期或以“民族化”或以“时代化”凸显而已。
这样，对“民族化和当代化”的理解，就要与时俱进。
一是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即“民族化”本身会包括“时代化”，“时代化”也很难离开“民族化”
；二是“民族化”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采取民族形式加以包装，其内容本身也在丰富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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