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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在回顾、总结与比较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并未采取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历史性纵向研究，而是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行横向的截面式分析，力
求以此更加深入地展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新，既要体现民族特质又不
失世界眼光。
本书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主题。
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日益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相结
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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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对于学习的持久热情和兴趣，并不断地通过向人民学习与向传统学
习这两种途径充实与发展自我，从而得以保持对于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风格、学习实践与学习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体现，更是中国优秀文化
传统的延续与发扬。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指导下实现的革命建国，突破了主要建立
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塑造了作为56个民族统一体之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
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传统民族国家的超越。
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通过中国革命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使中华文明的伟大复
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实性。
中华文明的复兴将为人类展示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在国家内部和外部格局发生巨
大变化的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代表成果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成果的取得同步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与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民本之路 “文革”之后，邓小平恢复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捍卫了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邓小平理论强调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推崇传统实践智慧的中道思想，以此打破改革开放初期的各
种思维局限和教条束缚。
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论断，都是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汲取“允执厥中”、“执两
用中”的中道智慧所作的理论判断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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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在回顾、总结与比较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并
未采取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历史性纵向研究，而是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行横向的截面式分析，力求以
此更加深入地展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创新，既要体现民族特质又不
失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主题
。
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日益与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相结
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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