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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党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
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两大理论成果不是晦涩难懂的阳春白雪，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
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历史。
科学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可以变成巨大的力量。
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
实质，就可以使之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逐渐深入。
新世纪以来，时代的变迁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不仅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的预想，
也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终结人类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党要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就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立足于新
的发展实践，把握住新的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回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用
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来宣传新的理论成果。
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利益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式。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但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根本立场、基本观
点、科学方法上的一脉相承性，还要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关注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解答人民群众的困惑，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立场变得具体
化、通俗化、普及化，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知识。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缘由，了
解党和国家对上述问题的方针、政策，才能使党的理论和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信仰、普遍认同，
并激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的有效性，必须提高理论的通俗化水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简明读本》一书，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概念、生动活泼
的形式、深入浅出的内容和简单具体的案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结合起来，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大众化传
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只有把党的理论创新的深刻性和通俗性有机结合起来，使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变死板为生动，才能实
现党的理论创新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理解能力相协调，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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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简明读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
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
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
问题的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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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 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
历史性飞跃 二、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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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 四、发展阶段：从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 第三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
论 三、党的建设理论 四、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五、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第四
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科学指南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章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初步实现时期 第一节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
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生动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三、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社会主义
建设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模式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历
程 一、邓小平理论的准备和初步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夕 二、邓小平理论的初
步形成：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 三、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 
四、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党的十五大 第三节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一、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三、改革开放理论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四节邓小平理论的
历史地位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 三、邓小平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成功探索 第四章“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进展时期 第一节“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
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 第二节“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相互关系 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三节“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时代内涵 二
、“三个代表”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 第四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 第五章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最新阶段 第一节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条件 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 二、
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三、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发展观
提出的历史依据 第二节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二、科
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
法是统筹兼顾 第三节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是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
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有效整合我国新时期公共
政策的价值取向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第一节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遵循继承
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 一、对马克思主义要坚信但不迷信 二、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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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条 三、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节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遵循“时代潮流”与“
中国国情”融为一体 一、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 二、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坐标 第三节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和世界眼光的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吸收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形成具备世界眼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四节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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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一方面继续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
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创办刊物，向工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
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创办刊物。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通过通俗的语言和具体的事例，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
世界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指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了人通俗读物《劳动音》周刊，强调反映工人生活的实际、积极从事实际的
运动，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音》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
⋯⋯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
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
”。
此外，上海小组利用“工商友谊会”办的《伙友》（前七期），济南小组创办的《济南劳动》周刊、 
《晨中报》等，都在各地工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办工人学校。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京汉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成立了工人补习学校，为工人辅导文
化知识和讲解革命道理。
他们认为， “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
。
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王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
要准备阶段。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纱厂比较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
工作。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对工人状况做了初步调查，组织进步学生到武昌第一纱厂、汉
口英美香烟厂、汉阳兵工厂等举办夜校和识字班，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在工人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活动，组织和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并计划成立更多的工会学会。
 “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我们在该校七个校务委员的帮助下，宣传了我们的原则，并且希望增加
学校的数量。
” “成立这类学校（工会学习）的计划是：要求所有的工会各派两名代表，每周到学校来两三次。
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工会组织法、工人运动史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等等。
”这些工人学校，为宣传教育工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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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简明读本》视角新颖、论证深刻，是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简明但又最系统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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