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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熊 启 珍

[摘　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他提出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 ,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

法 ,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 ,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 ,开始了

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

是奠基性的 ,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

我们宝贵的经验 ———实事求是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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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

1956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肇始。这年初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

次结合的新任务 ,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

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是

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的初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基本

的方法和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性任

务 ,并努力践行 ,在实践中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使中国革命一改往日的蹒跚状态 。“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 1]
(第 1093

页)显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记 。因此 ,当中国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没有或缺少自己的理论相似的情况和问题时 ,毛泽东再次希望通

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比较顺利地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

为此 ,他向全党发出了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2](第 9 页)的号召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即毛泽东提出的走

自己的路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出发点 。

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中国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课题 ———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

分发展阶段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建

设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先例可循 ,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指导。因此 ,在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的过程中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方面 ,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建设方

面 ,大体上都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一方面中国不同于苏联 ,另一方面苏联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 。面对这

种情况 ,毛泽东于 1955年底开始思考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思

考 ,于 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他首次全面阐述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 ———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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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路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文章一开头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

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

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 。”[ 3]
(第 720 , 721页)在讨论有关苏共 20大的问题时 ,毛

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他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2]
(第 7 页)。“现在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 2]
(第 9页)

走自己的路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追求的目标所包

含的要素 ,即中国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 ,即如何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应该说 ,在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 ,即“找

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第二次结合”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因此 ,毛泽东一度把思考的重

心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 。当然 ,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

题紧密相关 ,因此 ,也是他当时思考的内容 ,以后则日愈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

显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 ,弄清楚在中国建设什

么样的社会主义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方法是独立思考 ,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走自己的路。如前所

述 ,由于没有自己的经验 ,中国不得不套用苏联的做法。依样画葫芦本不足取 ,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党内

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把苏联经验教条化的倾向。一方面 ,中国革命曾经由于照搬书本

和别国经验而屡遭挫折 ,教训之深 ,难以忘却;另一方面 ,苏联的弊端已经凸现 ,不能无视。因此 ,毛泽东强

调对于苏联的经验和教训“要引以为鉴” ,不能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 。防止犯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的方

法 ,就是独立思考 ,根据中国的情况 ,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他反复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

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 [ 2](第7-9页)1956年 8至 9月 ,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其前后 ,毛泽东又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

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 4]
(第 116 页)。

如上所述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而且阐明了“第二次结合”

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 、基本方法 ,指明了“第二次结合”的主题 ———探索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的道路。而邓小平正是循着毛泽东的思路 ,按照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的基本要求及基本方法继续

探索 ,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 ,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言而喻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 ,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始于毛泽东 。

二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时 ,即率先踏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探索之路 ,开始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轮富有成效的思考 ,从而

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行者 ,在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 ,开

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

依据前面的分析 ,毛泽东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

社会主义 。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 ,在 1956 年到 1957 年的一年时间里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

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

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创建的思想或思路。其中 ,

最为核心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统筹兼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向自然界开战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的新思路。向自然界开战即改造中国的落后状况 ,这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 ,也就是集中一切力量 ,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方法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的指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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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统筹兼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集中一切力量的主要方法和基本途径。

这些思想和思路奠定了后来在党的十三大上完整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之点的认识基础 。尤其应

该指出的是 ,统筹兼顾这一思路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最直接的理论源头 ,是实现科学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之一。

显然可以说 ,这两篇非同凡响的传世名篇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 。

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很长的时间里 ,毛泽东是以苏联为主要的实践形态来认识的 。他曾经明确地

说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当实践表明苏联的一切并非都适合中国时 ,毛泽

东也对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开始了思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

的 ,只是具体的有差别。1956年 8月 24日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

本原则 ,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 。” [ 4]
(第 76 页)

因此 ,毛泽东对什么是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回答 ,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乃至斯大林的回

答 ,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 ,只是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 ,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与苏联有差别 。按照

当时的认识来看 ,毛泽东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大工业的结合 。社会主义的基本

制度是公有制 、按劳分配 、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 ,是这些必备要素的有机组合。显然 ,毛泽东所要探

索的是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下 ,上述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与苏联有什么差别 ,怎样使这些基本原则

符合中国的情况 。因此 ,这一时期 ,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 ,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要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最

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 ?当时有很多人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事物看成是完美无

缺的 。毛泽东不赞成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1956年 4月 29日 ,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党的代表

团谈话时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就十分美好 ,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 ,这其实是一种迷

信。” [ 4](第 66 页)6月 28日 ,在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 ·乔洛尤的谈话时 ,再度指出:“我们不要

迷信 。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 ,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

里 ,一定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东西 , ……希望一切都是好的 ,这是我们的主观 ,而现实是客观。” [ 4]
(第

69 页)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和系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理论 。这一理论提供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视觉和方法 。

第二 ,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大工业紧密相连的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没有工业化 ,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因此 ,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要

解放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还在革命时期 ,毛泽东在谋划中国的前途时 ,就已经把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

的内涵 。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 ,并没有如原来的设想同时实现工业化 ,因此 ,他认为这时的

中国只是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 ,

还没有完全建成” ,它“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 [ 4]
(第 214-216 页)。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

形势》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只有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算充分巩固 ,社会主义社会

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显然 ,这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技

术基础 ,因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正如同后来邓小平所说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够

格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毛泽东多次强调今后 10至 15年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以后则是进一步发

展生产力 。60年代初中期 ,他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就要解放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第三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剥削 ,建立公有制 ,还要消

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前夕 ,毛泽东就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成为富强

的国家 , “而这个富 ,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 ,是共同的强 ,大家都有份”
[ 5]
(第 495 页)。加入共同富裕的群体

包括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主要的阶级 ,以及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 ,还包括经过改造以后转变成为劳

动人民一部分的原来的剥削者 。毛泽东明确地说:地主阶级经过改造以后 ,就变成了农民 ,他们“以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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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 。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 。如果资本家将来饿肚子 ,这个制度就

不好”
[ 5]
(第 490 页)。显然 ,毛泽东关注建立公有制后全体劳动者(包括已经转变身份的地主和资本家)

的共同富裕。因此 ,他注重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注重分配公平 。

第四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 。毛泽东追求的是高度集中的但又具有某种灵活性的计

划管理模式 。1956年 ,毛泽东特别关注经济体制问题 。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我国一五计划

建设的经验 ,这年 4月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 ,强调

企业 、地方要有自主权。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更鲜明地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 ,关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同样追求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苏联的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

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多样化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 ,他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

目标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

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不赞同苏联在文化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 ,批评了苏联在文化问题

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有香花也有毒草 ,表示“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香花和毒草的斗争”。因此 ,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百

花齐放 、百家争鸣 ,强调这样做有益无害 。

显然 ,毛泽东探索的符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 ,是在基本原则即基本制度方面与苏联一致但又有自

己若干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

且他在这一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思考的理论结晶 ,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理念 ,成为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源头。其中 ,有许多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显著特色。

正因此 ,尽管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

但毛泽东的探索仍然是奠基性的。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

二次结合的先行者 ,他的探索在实际上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 。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宝贵经验

前述表明 ,毛泽东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第一轮探索和思考是富有成效的 ,成就瞩目。但是 ,毛泽

东没有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状态 ,在以后的探索或思考中 ,出现了严重失误。失误主要表现为:在 20世纪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大过渡论”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阶级斗争的基本结论 ,并由此而发

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建设速度

问题上的急躁和盲目等。由于毛泽东处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前列位置 ,因此 ,毛泽东的

思路与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一事业的影响之深刻 ,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代宗师 ,毛泽东的大半生都是他自己开创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和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的虔诚履行者 ,但在毛泽东

提出“第二次结合”这一历史性任务 ,并率先付诸实践时 ,毛泽东在对实现二者结合的方法与途径的认识

上 ,与“第一次结合”时期的认识 ,已经有某些细微的差别 。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 ,在方法上

突出地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 ,而没有如“第一次结合”时期那样 ,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法 ,虽

然他本人在实践中一度仍然在倡导这一方法 。这种基本方法上的偏差在 1958年更为突出。这年毛泽

东把解放思想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向全党提出 ,并努力倡导 。但这时毛泽东强调的解放思想 ,已经与当

年他写《反对本本主义》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忽略了它与实事求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孤立地强

调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 ,实际上割裂了实事求是与它们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片面性错误是不可

避免的。紧随其后出现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就其得以出现的思想方法而言 ,正是离开了

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的产物 。事实证明 ,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 ,都只能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愈来愈远 。

在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或解放思想的同时 ,毛泽东日渐淡忘实事求是 ,并最终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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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 ,走向了他自己曾经着力鞭挞的使中国革命备受挫折的“本本主义” 。回顾 20世纪 50年代末

期至 70年代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待实事求是的态度远不如“第一次结合”时期那样强烈 。除

了在 6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 ,重新强调实事求是 ,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外 ,毛泽东几乎不再提及实事

求是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即使 60年代初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其调查研究的思路与过去相比 ,

也有明显的缺陷 。而与此同时 ,毛泽东在思想方法方面关注的重心日渐转向反对修正主义 ,固守书本的

倾向日渐突出。在这一时期 ,毛泽东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搜寻关于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

主义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 ,以为自己的思考提供某种思路 ,而不是如此前主要从实际

生活即实践中寻求思考的素材 。60年代中期 ,在方法上 ,毛泽东已经完全放弃了由他倡导的一切从实

际出发这一原则 ,变成了一切从书本出发。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方面 ,即对马克思主

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解方面和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忽视或片面认

识最后乃至无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日趋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教条化理解或误解 。其

结果是 ,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 ,日愈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最终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中

心的轨道;在关于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思考方面 ,日愈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陷入了带有明显的

理想化色彩的空想陷阱。显然 ,晚年的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大半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

际结合的正确道路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是没有能够由他本人主导实现这次历史性结合的思想方

法上的主要原因 。

由此可见 ,坚持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 ,仍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

合的关键 。

坚持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一方面要认清我国的国情 ,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

实际结合的第一步;另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

的理论指导前提 。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而言 ,实事求是 ,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 ,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事求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要实事求是 ,即在详细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的基

础上 ,作出科学的 、合理的 、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 ,不夸大 、不缩小 ,不片面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实

事求是 ,即一方面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要忠实于原著 ,不能曲解或误解;另一方面在对其运用上要根据

中国的具体情况去灵活地 、创造性地运用 ,不能拘泥于书本。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毛泽东晚年而言 ,在对国情的认识上 ,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夸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片面地分析“一穷二白”和人口多 ,夸大了这些不利因素中所包含的有利因素。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理解上和运用方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教条化倾向 ,还夹杂着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误解。在这样的

状态下 ,虽然 ,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 ,但呈现出的事实却是背道而

驰的 。

实事求是要求时刻警惕教条主义 ,防止经验主义。从 20世纪 50年代末期及其以后毛泽东的实践

来看 ,在对待错误倾向问题上 ,毛泽东不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而是专注于反对修

正主义 ,比较忽略教条主义。放松对教条主义的警惕是毛泽东本人在思想方法上最终坠入了他大半生

都十分警惕的教条主义陷阱的重要原因 。在疏忽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 ,对于过去一度比较注意在党内

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也几乎不再提及。同样 ,结果是简单地用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和方法来解释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犯了他自己曾经一度非常注意克服的经验

主义错误 。就毛泽东晚年的情况而言 ,固守书本的教条主义是主要的 ,固守过去的经验是次要的。但从

思想方法方面看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脱离现实 ,不是从实际出发 ,而是或从书本出发 ,或从过去的

经验出发 。显然 ,毛泽东在晚年不仅在方法上主要采用的是与实事求是相脱离的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 ,

而且其思考的素材也主要源于主观 ,而不是客观现实。

总之 ,忽略实事求是 ,孤立地强调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 ,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

结合这一历程中出现失误的思想方法方面的基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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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思想方法上出现的偏差 ,与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历程中 ,对实事求是

的倡导 、践行 、垂范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给予后人的是极宝贵的经验教训。后来邓小平反

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 ,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的主要的历史参照

正是毛泽东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

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经验 ———实事求是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

合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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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Second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ong Qizhen

(Schoo l o f Po 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 tion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M ao Zedong is the advoca to r and the pionee r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M arxism and

Chine se characterist ics .He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task :the second combinat ion of M arxism and

Chine se characteristics;he explained the fundamental conno tat ion , demands and methods;he fi rst

began the explo ration of “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o launch the new stag e of Marx ism Chinese-

characterization w hose topic w as to open up the const ructional road w i th Chinese socialist.M ao

Zedong' s explo ration is init iative.However , “ the second combination” wasn' t realized w ith M ao

Zedong' s leading facto r.A nd the main reason for failure w as that the party didn' t base on facts and

single-faceted emphasized on independent and emancipated m ind .T he practice of M ao Zedong' s w hole

life told us that basing on the facts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Marx is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M ao Zedong ;M arxis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second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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