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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低点，时代又孕育了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体系，探索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一-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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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已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以马

克思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学说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一

个思想体系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在人们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u温故而知新"，对于个人如此，

对科学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如此.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说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髓所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绝非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使中

国大地上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毛捧东思想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产生

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才智出众的大

思想家，但马克思主义学说绝非他们冥思苦想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

然.

马克思主义生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诞

生前的时代动向可以从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来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

义产生的最深刻根源存在于社会历史条件之中.

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欧洲先进国家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已

得到巩固和加强。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鼎盛时期，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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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发明和作为动力机广泛应用，工场手工业逐渐被机器大工业所代替，在主要工业部门

逐渐实现了由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相配套的机械化，生产力大大提高，整个资本主义经济

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通过商品输出和殖民主义征服，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促

成近代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创造了巨大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追逐利润，为了在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资本主义表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劳动

产品并不属于生产者，在财富积累的另一端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劳动产品的增多与有支付

能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生产相对过剩，而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

最后爆发成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

一部分己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社会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

产阶级造就的生产力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先进的巨大的生

产力。从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

疑:资本主义能永恒吗?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

在政治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

无所有，只有被雇佣才能生存，但是只有他们的劳动能增殖资本时，才能找到工作，由于机器排

斥工人，劳动力出现了剩余，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这样就迫使

无产阶级起来为自己的生存作斗争。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他们的贫困。19世纪上半

叶，英国、法国、德国接连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

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18世纪，启蒙思想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元情的鞭岖，体现了时代精神，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成

为社会现实，并且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无产阶级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

己，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当时存在着一个不占统治地位、但在工人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学

说z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 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罪

恶，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过搜性，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拟定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

方案。但是，不成熟的社会生产状况和阶级关系，以及唯心主义历史观，使他们陷入了空想，没

有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为理想社会找到科学根据和变革

社会、创造新制度的社会力量。因而不能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出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永恒的社会，凰

然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奠定了劳动价值

论的基础，并说明了利润、地租、利息等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和阶级对

立作了经济上的分析.然而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决定他们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决定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能揭示资本家的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摞，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

的秘密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果是辩证法。它的完成者

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

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联系，从而把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

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体系、一个基本原则，即矛盾发展。

他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和普遍规律，论证了人类走向自由的历史必然性。但黑格尔是

唯心主义者，因而他不能科学地说明世界的运动及其内在联系的问题。后来费尔巴哈以人本学

为武器，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恢复唯物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费尔巴晗是一位形而上学者和

历史唯心主义者。这样.19世纪欧洲先进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z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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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促进r哲学4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 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其中的王大主要思潮，但并没有解决时代的重大

课题，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这种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马克

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些有价值的学说把资本

主义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研究，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创

立了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历史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然后

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研究资本主i兑社会的物与物的关系所掩

盖着的人与人、特别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研究雇佣劳动奴隶制的蹦削秘黯'�，"，研究资本主义固

有的矛盾和内在的局限性，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创造着人类解放的条件又直接、间接地破

坏着这种解放的原因等等。在这种系统深λ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l

义的理论 突破。一是揭示 r 剩余价值的来源并创建 了 剩命价值理论 ， 从而揭开 了 资本 主义之

谜，回答了资本主义向何处一去。二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创建F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

学说，从而揭开了无产阶级之谜，回答了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时

代课题中创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日益发展、日趋成熟和完

善为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1

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主干。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思想源远流民，19世纪一系列臼然科学的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自然科学基

础。思想理论的优秀成果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升华，产生新的更高境界的思想理论。

在同一的时代、同→个国家中，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

创始人?这是由他们的主观条件决定的，他们一身工任，参加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革i命斗争又

经历了艰辛的理论创作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渴求真理、具有崇高的精神品德、才智出众、知识l

渊博，善于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5善于批判继承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成果。科学地回答于时

代提出的课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 义 问世以来的 - 百多年中，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有马克思J 恩格斯的继承者。俄

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了 。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作了研究和分析，制定出了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t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

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中国民族资1产阶级两

面性理论，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理论、统一战钱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等。在这些理

论指导下，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及时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又研究了新时期的矛盾，提出了关于建立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理论、关

于屉过互助合作把个体农民引上美体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理论，关

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论等。这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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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摒了许多新内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乎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改革和建设宴践的

情况，提出建设有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i的理论.

3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l�四年布小平同志视黑南方的重要按话和党的非四大，开创r我国改革开放相现代化建

设的新阶段"十四太确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枯会王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拉，提出用

这一理论武装聋岛。

什么是社会主义2过去并不很清楚， 没有从实践中去把握， 而走过湾酶，邓小平同志说z

"社会;主义的锚越性阳模到底就是体现在宫的生产力要比资本玉义京展得更高一些、更快4

些flu其会主义襄捎灭贫穷p贫窍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如l邓小平在《建设有唱国特

包社会主义p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恃枉住了新曲概括. 人们的迷噩搞清了. 邓小平，同志，

讲 ..社会主义的本原是解放生产力，去属生产力，消灭剥削，前除两酷分化，最锋这到英同

富捕。③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郁结果，社合主义只再创蓝出比资本主先更高的
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A:t会主史的本质4费束阐明桂:会主义的根本任务L发展规

律相最终结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探化了对桂会王义的认识，是比社会王某基本特桩'男高层次

的理论抽象，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由?我们和会由义中国是队经济文化比较蓓后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甜建社会建立起来的，要超过资本主主丸3只有在生产力上面下功夫，这就与

历史瞧心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雇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费{旺，生产为快定生产

关品)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ψ奴隶社告代替原始社会旷封建社会-1t替奴主#杜舍，资本主义

社会代替封建社会，都是困为!它们比前→种社会制度更能解融和发展生厅方b社会主义代替资

本玉1朵，最终也要体现在生严力比资卒主义发展得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步，屉与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程匮是『茸的.只平于发屠生r\fJ...才能使公.有制的形式逐步发展，直到消灭剥削b南撤

分能手量祉告主义，杜舍'主义的最些目的是共同富裕，徊不是同步富裙，大锅饭不利于调动:人

的生‘产积极悔事蝇嗣富蜡这!命目梯布可能→�手势现，宫是社会主义植舍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坐

芦荣景亦瞬局善的最费结嚷��'

布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时指出产要实现共产主义，→定要完成拙'

舍，主义阶段的恬悔自祉舍茹岚蝇债主联很牵;fg掘布一条就是发展生产为，为持产主义创造物质

基础b主要在重踵盛产;时的基础土悻现曲俯干，费增哩义，晶缉是为了实现共i产主史飞④μ我的?

讲社会主义是具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旗

要求社洼，且产出的商度在民J主舍财富极大牢嚣所以柑会虫'义阶段的最根本桂帝就是发展生

ÚJ(邓小平文选B第三卷，第G3页。

�(邓小平文选E第三卷，第ω�64页。

r!v<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页也

<!J邓小平4建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增订本J第1l5�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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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气⑤在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目的是为了实现

共产主义。

生产力与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劳动生产率不仅表现在发展速度

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经济效益上，即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费取得尽量多的劳动成果，在抓发展

经济这个中心任务时，既要注意速度和数量，更要注意质量和效益.眼前和长远、当前利益和根

本利益，使经济的发展推动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忽视生产力发展，一味追求"一大二公"，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的重大失误。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

科学理论指南，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⑥ -�... ":It" ..ð.'⑦ 邓小平同志"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和改革是"第一次革命' 的论断，为我们进行社会主

义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同生产力发展
.

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基本动力，辖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是一种束缚，超前的、同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的生产关系

对生产力也是一种束缚。比如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急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没有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改造中形成的经济体制，虽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条件

的变化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是对传统观念认识

的新飞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现实的改革提供7理论指导.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过去的传统观念

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

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p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飞这个精辟论断，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突

破，我们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大胆吸

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方式、

管理方法，把市场经济手段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对建设、攻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实践意

义和理论意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再造辉煌的行动

指南，只要坚持把这个理论作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大有希

望.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产生时的时代和地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全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新中国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⑤《邓小平文池'第三卷，J嘴6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35页.
⑦《邓小平文池'第三卷，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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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领

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