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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

成果。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命题后，学术界又重新

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但目前的这

一研究，仍存在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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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前，我国理论学术界就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行

了大量的命题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其后，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命题后，理论学术界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新的成果。所有这些成果都为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学术基础。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历史必然性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之所以可能，一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二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机制和文化机制决定

的; 三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创新的理论结

果［1］。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在: 一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

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 三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四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2］。
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性。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是

时代的产物。应时而生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品质。不同

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主题和时代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要课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我国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这就促使我们必须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必然性的代表性观点有: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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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理论目的的需要; 是提高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改造主观世界、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 是文化多元

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需要; 也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需要［3］。
另一种观点认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需要，也是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还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4］。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

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相

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新理论，使起源于欧洲的马

克思主义变为扎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

两层含义，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其内涵集中表现为两大要素: 时

代性和实践性。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层含义，即它的思想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

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基本方面; 它是一个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5］。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涵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

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第二

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或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需要根据各

国国情与各国国情的发展和变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今各国，不断做出

新的理论概括，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理解的代表性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和推广，把深邃的理论用

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

生活逻辑，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

思想武器［6］。第二种观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特指来看，它是

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 从泛指来看，当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关于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工作者指出，当今世界在变化，国内外形势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要求我

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

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要做到这些，就要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向前进，就要按

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要求，“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此外，当今世界的

深刻变化，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了新课题;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础; 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多数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三大理

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科学发展观作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提了出来。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了新的表述，

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

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当然，这些理论成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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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验和规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是总体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

经验有: 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

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

新［7］。第二类是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如梁星亮对延安时期、田克勤对新中国成立后、
李楠对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进行的专门性的研究和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规律，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有学者从四个方面概括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去认识马列主义

的属性和基本特征，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基本原理，掌握精神实质; 正确认识中国特殊国情，了

解社会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 尊重群众实践，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集中集体智慧; 具有革

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8］。第二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条基本规律，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 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9］。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是总体经验。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指导地位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重要保证;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走群众路线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方法;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动力［10］。第二类是某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如罗

会德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和程建军总结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基本经验等。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有学者认为它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本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工作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接受者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

关系，只有遵循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规律才能有效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

此，有必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关注: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二是理论的科学化，三是价值取

向的人本化，四是语言形式的通俗化，五是理论视野的全球化，六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11］。
另外，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推进的经验和规律的

研究，尚处在起始阶段，研究成果还相当有限。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有机统一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从中国国情

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坚

持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 推进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要求科学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只有努力实现三者的有机统

一，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中，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7. 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

有学者认为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研究重心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来不把研究重点

固定在某一局部的研究上。迄今为止，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成为研究的重心。还有学者对美国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美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用数字概括为“一

二三四”，即围绕一个主题，采取两种方法，涵盖三个层面，囊括四大问题。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视阈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现形式、代表人物及历史进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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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理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尤其是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理论成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就目前

的研究而言，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1. 对于从回答“四个重大问题”的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有待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创造性地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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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问题的历史。正是在回答这“四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

党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但在当前的研究中，把回答“四个重大问

题”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并不多。
2. 对于从党的建设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有待加强

强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研究虽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以改革创新精

神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并没有人明确提出通过改革创新精神来加强党的建设与推进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联系起来，没有从加强党的建设的角度研究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3. 对于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和吸取他们的教训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

究有待加强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共产党可以借鉴

国外政党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有益做法，学习他们成功解答意识形态难题的经验，同时，吸取他们解答

意识形态难题的失败教训，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4. 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三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经验和规律所开展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如前文所述，理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及规律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及规律

的分别研究还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既总结了一般的经验和规律，也总结了基

本经验和规律; 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整个历程的经验和规律，也有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

验和规律。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三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尚处在空白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无人

论释。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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