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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
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三大
对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中国社会前进?正确方向，不断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胜利，但在东方的中国却取得了成功，这不能不
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它本身中国化的结果。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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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学共，1956年出生，浙江省泰顺县人。
历史学博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
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创新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燃烧的黑土地》《民族之
魂》《周恩来超常智慧》《湖湘文化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0佘部专著，发表《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湖湘探源》《太平天国失败的战略新探》等论文4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军队以及省课题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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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统文化在其他方面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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