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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研》

前言

　　刘惠恕教授又一力作《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学术界值得祝
贺的事。该书是继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
义》一书的姊妹篇。如果说《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的主题思想是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儒学向马克思主
义转折的历史必然性，那么本书揭示的主题则是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由“马克思主义苏俄
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刘惠恕教授认为，“政治哲学”是有关国家政治建
设或社会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
导思想。这一立论既是学术创见，又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把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简化为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理念”，并看做是国家赖以稳定、社会得以前进的主流意识形态。古人有纲纪的说法，国有纲
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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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发展史研》

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思想、政策思想理论及党的自我建
设思想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涵，揭示自马克思主义传八中国以来
的发展趋势，论证由“强调马克思主义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充分阐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主题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精神。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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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 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史”概念的探讨与发展阶段导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过
程一、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二、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相关的五次思想论战第一章 中国兵产党早期领
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第一节 李大钊的“阶级竞争”观及其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
思想第二节 陈独秀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思想第三节 瞿秋白的建立“
工农武装”、进行“土地革命思想第四节 李立兰的“城市中心主义”政治策略思想第五节 王明的“
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思想的提出第二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的提出第一节 毛泽东生平、著作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第二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得以提出的历史前源第三节 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四节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影响与局限性第三章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
与发展第一节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第二节 周恩来首倡的“四个现代化”国家建设指导理论
第三节 刘少奇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第四节 彭德怀的求真务实思想第五节 陈云对毛泽东国家经济
管理思想的发展第四章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节 邓小平生平与著作第
二节 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捍卫与发展第三节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提出以及政治改革观与“一国两制”的国家主张第五章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对中国共
产党建设理论的发展第一节 江泽民生平与著作第二节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第三
节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的贡献第六章 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完善第一节 胡锦涛生平与著
作第二节 胡锦涛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及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时
代背景第三节 胡锦涛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发展及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政治哲学理念结束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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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中共党人后来所解释的资产阶级民主军命性庾，是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无产阶
级在领导这一革命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是被团结的对象，而不应该是革命的对象，此见于《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的有关阐述。李立三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混淆了革命对象，鼓吹在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阶段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堕入左倾盲动路线，被称之
为“一次革命论”。此已见上节所述。而王明在诬指李立三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
应该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却主张“现在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
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完全用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替换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说明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认识上，他的思想比李立三更为激
进。　　应该指出的是：在反对“立三路线”问题上，王明指责李立三“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
式混成一谈”是较为有力的证据，但是王明指责李立三“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的说法
却完全是诬指，因为“立三路线”得以成立的政纲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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