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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基本经验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王承哲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

表170周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

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

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全面回顾了马克思的光

辉一生和伟大事业，科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

文明进步中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系统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刻回答了在新

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境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1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

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中国共

产党人在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极端重要性，自觉走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道路，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的基础上坚

持，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筑起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又

一座思想丰碑。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仍然肩负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

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任务。从十月革命到新时代中国的百年历史实

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闳

中肆外、彪炳史册，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

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发展马

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

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

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在人类社会

的发展历史中，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超越马克思主

义，也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更能指导

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具有强大的

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

要求我们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

代、引领时代。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

中积累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

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空

间。历史启示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背离了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只要我

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接力棒就会代代相传。

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全面、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是制定路线、方针、

政策的基本根据。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实际，是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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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全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把

握今天中国的实际，首先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同时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大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启示我们，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要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审视当代中

国的具体实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用发展着的实践推动马克

思主义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

义跨越百年时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

生机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和中

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它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

理念以及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等，同马克思主义

相融相通，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精神滋

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正是在跟中国传统

文化等不同思想文化资源不断碰撞交流整合中，开

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理论。历史启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

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

厚文化滋养，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结合，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现生机

和活力。

坚持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将他们的理论与

鲜活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把无产阶级当作马克思主

义的物质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经典名言，至今

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

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在群众

实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

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了群

众，才能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化为广大

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历史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必须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一方面，要

适应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

要；另一方面，要通过掌握群众、武装群众，使人民群

众在实现主客观世界改造的过程中，汇聚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坚持世界眼光，充分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

“世界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知识的总和”的结晶，始

终贯穿着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注重吸纳人

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的理

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

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其在批判吸收

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

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人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要具有世界眼

光，始终注重认识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历

史启示我们，以世界眼光、开阔胸怀对待人类文明创

造的优秀成果，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事业才能越来越兴盛。

以上五条，既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今天继续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

坚持的重要原则。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聆听时代

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活力，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作者简介：王承哲，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自《河南日报》2018年05月09日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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