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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主义’的较量与中国的命运”为题，系统探讨近代以来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及其在
中国的兴衰，借此研究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为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增加了一项有分量、有特色的理论成果。
     该著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注重理论创新，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
二是针对性强。
即紧密联系当前人们思想中的种种困惑，提出和回答问题。
三是历史感比较强。
作者论述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不是空泛而论，而是全面分析
了鸦片战争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意识形态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命运
的影响，最后通过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逻辑地、自然地论证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性和正确性。
四是清醒的国情意识。
五是宽广的世界眼光。
作者在分析君主专制主义及其与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的挫折这些问题时，都充分考虑了“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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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传鹤，女，1967年出生，山东日照人。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
主要学术专长为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
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一项，全国党校系统调研课题一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
主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挑战研究）一项，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四项。
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登主要观点。
任两部教材的副主编，并参编其他四部教材和著作。
有两项研究成果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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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先进的“主义”：社会进步的灵魂　一、什么是“主义”和“问题”　二、正确处理“问
题”和“主义”的关系第二章 近代中国三大“主义”的较量与中国的命运　一、君主专制主义与近代
中国的命运　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现　三、近代三大“主义”的较量及其历
史结局　四、关于近代三大“主义”较量的反思与争鸣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巨大
威力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巨
大威力第四章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误读与迷失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马克思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误读与迷失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挫折第五章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
的飞跃和中国的崛起　一、拨正航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　二、受命于多事
之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三、新起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世纪远征　
四、在历史的接力中崛起第六章 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一、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　二、做好“结合”的文章 　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结束语 复兴大
业尚未成。
同志仍须努力　一、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挑战　二、反腐倡廉斗争的挑战　三、发展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的挑战　四、搞好分配和利益协调工作的挑战　五、维护公共安全的挑战　六、人口控制工
作的挑战　七、台海问题和国际议题的挑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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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严重挫折是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
定的历史必然性。
经过这两次严重的挫折之后，党经受了锻炼，因而成熟了、长大了、胜利了。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挫折和两度中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革命实践发展规律的
。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也因而面临全新
的考验，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家里手变成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手。
之所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生手，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无比众多
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做过，没有现成的成功经
验可资借鉴，一切都要在干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
在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这22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共产党
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苦苦的探索，屡屡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
线上犯错误。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文革”时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这也是党的发展史上的第三次严重的挫
折。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央全
会初步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峰
回路转，柳暗花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我党成长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标志和里程碑，它标志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探索上走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
从总体上讲，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的曲折、
反复比较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
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到实践都处于十分粗浅和不成熟、不稳定
的状态。
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相一致，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取得不少成就，但从总体上讲不是
很成功，到“文革”末期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困境。
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初
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开始成熟的标志，是党的“第二次成熟”的起点。
　　撇开具体内容不谈，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所经受的挫折和挫折之后所迎来的中兴，在形
式上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探索革命规律时所经受的挫折和中兴达到了惊人的相似，即在新形势、新
任务、新考验面前，无论主观上我们党多么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一帆风顺，但在实践中总是仍然不免
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甚至会犯全局性战略性的严重错误，但由于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
事业是符合人民要求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每一次大的挫折和危机都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重大
的挫折和危机给了我们党冷静下来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机会和深刻掌握革命
和建设规律的机会，重大的挫折和危机之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次耀眼的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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