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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

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
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
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
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
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
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
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
是我们自己一一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做一个“问题”甚至“威胁”，
有的把中国当做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
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　　比方说，“五四”运动90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60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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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情研究》内容简介：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
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
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
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
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
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
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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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

书籍目录

上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
位和作用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大变革理论活力贯世纪——“两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邓小
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邓小平革命风格析毛泽东论意志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
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由来和特色邓小平的价值观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意义试论邓小平的
创新精神及其现实意义邓小平的理论与“事实”范畴邓小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邓小平的非均
衡发展思想与浦东开发对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金融改革与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学习邓
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论述的体会邓小平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考江泽民与“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的
几个问题胡锦涛与科学发展观研究坚持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品格以人为本
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一学习胡锦涛同志所作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体会理论的创新创新的理论深人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
究中心下篇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研究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研究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唯物史观深层思考
从政治上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劳动价值论与要素参与分配长江边的
中国——对中国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循环经济与自然资本稀缺条件下的中国发展开放条件下巩固和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论文化冷战与大国文化战略博弈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与东南
亚金融危机列宁与伯恩施坦：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
护问题略论发扬革命精神与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试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兼论邓小平对建设
当代民族精神的理论贡献求真与求是文化建设中的内容与方向——关于“八荣八耻”的意义与理解问
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及功能完善发展社区与发展民主：我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
党总揽全局下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探讨政党制度研究经济全球化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是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序民主化：论党在中国
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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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

章节摘录

　　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地体现了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实的思想原则。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里
面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当年所破除的迷信是什么呢？一是对书本的迷信，一是对上级领导机
关的迷信。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
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把“本本”作为判断
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本本主义，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任何“本本”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
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丝毫
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961年，他再次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
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反对“本本
”，不要“本本”。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1961年他在讲到《反对本
本主义》一文时，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
章里头也讲了的。”关于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
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
，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
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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