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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 “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论坛” 综述

胡伯项

为全面学习研究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深化毛泽东思想及其时代意义的学术研究ꎬ 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南昌大学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北京、 南昌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ꎬ 联合举办以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为主题的 “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毛

泽东思想论坛”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

学、 中山大学、 南昌大学等 ８０ 多家单位的 ２６０ 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

坛主题ꎬ 从多学科、 多角度进行广泛深入而又热烈的研讨ꎬ 主题鲜明ꎬ 视野开阔ꎬ 亮点纷呈ꎮ
１. 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ꎬ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

主义行ꎬ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ꎮ 毛泽东思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突出

的历史性贡献ꎮ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研究员提出ꎬ 在我们党领导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百年历史进程中ꎬ 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ꎬ 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一重大命题ꎬ 最早提出并身体力行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ꎻ 创造性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成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

性飞跃的理论成果ꎮ
对于毛泽东思想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内在关联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从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独立自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时

代新征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ꎬ 推进立足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ꎬ 用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ꎻ 提出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ꎬ 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ꎬ 也是

党的创新理论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有机结合ꎮ 教

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研究员认为ꎬ “两个结合” 是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同志接

力探索的成果ꎬ 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ꎬ 而是在继承中创新ꎬ
以创新促进发展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杨明伟研究员提出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

了我们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着力维护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ꎬ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ꎮ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ꎬ 对

于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和制度路径解决共富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看法ꎬ 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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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遵循ꎮ
与会专家学者对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历史过程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阐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民卿研究员提出ꎬ 在延安时期ꎬ 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理论观点: 一是要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结合起来ꎻ 二是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学习研究、 批判吸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ꎻ 三是要把包括中国现实、 中国经验等在内的中

国具体实际ꎬ 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ꎻ 四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深度结合ꎮ 中共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薛广洲教授提出ꎬ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ꎬ 既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ꎬ 又创造性地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

的中国模式ꎬ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与建设的重大胜利ꎮ
２. 从中国式现代化生成逻辑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内涵ꎬ 勾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目标要求ꎬ
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ꎬ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ꎬ 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ꎮ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ꎬ 对于

提出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创新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志明研究员认为ꎬ 毛泽东同志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行

者ꎬ 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贯穿着其深刻的理论思考及实践洞察ꎬ 并为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指明了方向、 谋划了蓝图、 奠定了基础ꎮ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ꎬ 为

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ꎬ 也为中国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人心、 动员了

资源、 创造了前提条件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不竭的思想资源与创新伟力ꎮ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

想研究中心李佑新教授提出ꎬ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ꎬ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

定了思想理论基础ꎬ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ꎬ 作为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ꎮ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ꎬ 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南通大学尚庆飞教授

提出ꎬ 毛泽东同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ꎬ 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ꎬ 既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精髓ꎬ 又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滋

养ꎬ 蕴含着天下为公、 和而不同、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诚信友善、 公正廉明、 清正廉洁等优秀文

化基因ꎮ 井冈山大学陈小林教授认为ꎬ 毛泽东红色政权建设思想关注了如何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ꎬ
体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ꎮ 在井冈山时期ꎬ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红色政权的民主制度建设ꎬ
认为红色政权应该吸收不同的社会阶层与阶级的代表参加ꎬ 要求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ꎬ 使民众在革

命实践中了解民主制度并参与新政权建设ꎬ 接受与生成现代民主意识ꎮ
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与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ꎬ 是与中国社会的主题

紧密结合的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指出ꎬ 近现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ꎬ 由

此带来的外部意识输入ꎬ 导致了无数仁人志士欲从西方世界中探索一条国家富强的现代化道路ꎮ 毛

泽东同志则更为深刻地发现ꎬ 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脱离外部世界ꎬ 又要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ꎮ
经过仔细的权衡与鉴别ꎬ 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然地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ꎬ 主张 “社会主义

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ꎮ
３. 从坚持和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思想深刻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性ꎬ 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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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ꎮ 辛向阳提出ꎬ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

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 方法ꎮ 我们要着重研究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具体路径和

基本方法ꎬ 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ꎮ
加强作风建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组织保障ꎮ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俊忠教授认为ꎬ

毛泽东同志将人民民主理解为一种新型民主形态ꎬ 即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ꎬ 并推动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结合ꎬ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有效丰富了人民民主制度以及参与机

制ꎬ 为提升党员队伍建设效率、 动员群众力量、 增强组织战斗力奠定了基础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吴怀友教授认为ꎬ “两个务必” 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作风建设标准ꎬ
是为了要求全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ꎮ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三个务必” 思想是对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创新与发展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李宏伟

教授的 «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ꎬ 北京理工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洪玲教授的 «毛泽东的 “赶考” 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等论文ꎬ 为深化对毛泽东

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南昌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郑志发教授提出ꎬ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ꎬ 是毛泽东同志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密钥ꎮ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生涯中ꎬ 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实

现民族独立、 人民实现富强的 “真经”ꎬ 并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在中国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

思主义ꎮ
学风是党的优良作风ꎬ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ꎮ 教育部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编

辑部高级编辑代红凯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两次手书 «三垂冈» 这一历史事件ꎬ 解读了

毛泽东同志两次手书 «三垂冈» 是基于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以及成就的比较而作出的政治行

为ꎮ 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转变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

论形态以及表述方式的继承与创新ꎮ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帆副教授考察了毛泽东同志坚持以

正确党史观为指导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ꎮ 毛泽东同志在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关于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的讲话中阐明ꎬ 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ꎬ 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而研究国情的重要内容之一则是研究历史国情ꎮ
本次论坛讨论热烈、 成果丰硕ꎬ 在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深入研讨和交流

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观点ꎬ 体现了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发展方向ꎮ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ꎬ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ꎬ 前途光明ꎬ 任重道远ꎮ 作为理论工作者ꎬ 我们要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ꎬ 把握历史主动ꎬ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ꎬ 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篇章贡献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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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黄华德)

１５１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