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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讲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仅
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基本内涵、实现
路径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这些探索与贡献，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当时党内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对科
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
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从群体的视
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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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远新，男，1964年10月生，法学博士。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
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持完成“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规划项目5项。出版《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邓小平方法论》（合著）等专著4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
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CSSCI核心刊物50余篇。2007年、2012
年两度获“上海市育才奖”；2010年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1年获第二届
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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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 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
盾、艰巨的革命任务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出了现实要求 二、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
的经历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形成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 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活动的开
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奠定了理论根基 五、研究中国国情和历史活动的开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提供了实际支撑 六、共产国际工作方法的改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 提供了宽松的国际
环境 七、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章
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初探索 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 三、中共其他领导人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认同与回应 第三章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阐述 一、马克思
主义的内在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原则要在具体的民族环境中来实现 四、中国革命的教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必要 第四章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揭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长期化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第五章党的领导群
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路径的探索 一、大力推进学习运动，全面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国情 三、理论联系实际 四、将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
六章党的领导群体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概括 一、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展开和系统总结 二、延
安时期党的领导人与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 阐述与宣传 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第七章党的领导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一、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
思主义”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四、
通过理论创新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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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从总结中国共产党20年的历史经验的角
度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
国和世界方面是进一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还有很大的缺点，其中之一就表现在缺乏对现状
的研究。“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20年来，全党还“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
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
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
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党内还有许多人“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
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有些人虽然
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结果造成理论和实
际分离，“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等极端反常的情况。
他要求广大干部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指出，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一
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
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
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②“我们应当从实
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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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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