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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张　乾　元

[摘　要]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特别是 20世纪 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

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 ,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 ,在经济 、政治 、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 ,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

民族化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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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

概念 ,并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 ,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创立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不仅如此 ,毛泽东还倡

导并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 ,

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 、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向全党发出“实行第二次结合”的号召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主义的问题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这一课题的理论意义在于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面临着一个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就提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 。毛泽东指出 ,夺取

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城市以后 ,一切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学会做

经济工作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周年之际 ,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提出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和有步骤地实行社会改造的任务 ,认为在对地主阶级和官

僚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同时 ,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作 ,在“教育农民”的基础上 ,逐步实行与“以国

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社会化”[ 1](第 1478 页) 。

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以后 , “将利用自己的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

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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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 2]
(第 293 页)。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 ,如何建设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合的经济 、

政治和文化 ,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知之不多的。建国初期 ,我们没有大规模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号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 “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 ,

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 3]
(第 264 页),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当时的新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战

争威胁和“遏制”的国际环境下 ,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也是必然的选择 。

毛泽东认为 ,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必须从实际出发。他说 ,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

式 , “总觉得不满意 ,心情不舒畅”
[ 4]
(第 117 页)。因此 ,毛泽东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

验 ,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有自己的独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

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 ,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 ,逐步实

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 ,在建设上考虑

“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 ,“自己根据中国国情 ,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5](第 506 页)。当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 ,毛泽东于 1956年 4月提出“独立自主 ,调查研究 ,摸清本国

国情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制定我们的路线 、方针 、政

策”的历史性任务 ,指出 , “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 ,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 ,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

情出发 ,强调开动脑筋 ,强调创造性 ,在结合上下功夫 ,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

道路 。”正是此时 ,毛泽东明确向全党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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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6](第 23-24 页)的号召 。党的“八大”期间 ,毛泽东多次重申马

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强调“这是我们党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原则”[ 7](第 116

页)。正是在党的这个一贯思想原则的指导下 ,毛泽东在 1956年到 1957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 ,提出了符合中国实

际的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并率领全党又一次踏上了艰辛探索的历程。虽然毛泽

东在后来的探索中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 , 没有找到建设中国的社

会主义的科学而正确的道路 ,但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以及探索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执著和创新精神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 、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政治基础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苏为鉴” ,在

总结中国自己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

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保证 。

(一)探索并开创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 50年代 ,毛泽东从多方面探索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经济建设

方面 ,他认为要立足于本国 ,自力更生 ,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思想路线 。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

情出发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实现由农业国

向工业国的过渡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总方针 ,确立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大型企业和中小

型企业 、沿海和内地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 ,以及综合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思想。他提出有批判有分析地学习一切民族 、一切国家的长处 ,政治 、经济 、科学 、技术 、文学 、艺术的

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照搬的对外开放的新理念。在社

会主义分配制度上 ,他批评苏联重积累 、轻消费的做法 ,提出国家 、集体 、个人利益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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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并揭示了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即较低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利益层次而不能相反 ,但较高利益层

次要照顾较低利益层次。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 ,他认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倡导实行干部参加

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实行技术人员 、工人 、干部“三结合”的管理模式 。1957

年 ,毛泽东还率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张 ,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

固的过程” ,“还很不完善” ,需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克服某些环节的缺陷 ,使之不断地完善起来[ 7]

(第 215-216页);“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 ,我们需要一批党外志士仁人 , “能够按照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方向 ,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 7]
(第 275 页)。提出改革

“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 ,也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 ,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
[ 5]
(第 472 页)。

毛泽东开启中国改革理论之先河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

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

在政治建设方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并结合中国实际 ,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 ,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

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提出共产党

与民主党派“长期并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 ,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

治力量。1956年 ,毛泽东又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

说 ,要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提

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按照不同的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 ,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

生活出路 ,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 “老百姓恨透了”的“少数人还是要杀的”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要“劳动

改造” ;提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持久的无产阶级民族政策教育 ,诚心诚意地积极地帮助少数民

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文化建设方面 ,提出向科学进军 ,倡导和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后 ,我国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 ,由革命到建设 ,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后头的社

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 ,到文化革命”的变革时期 ,国家建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任务。国家要建

设 , “就要有技术 ,就要懂得科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5](第 647 页)。没有这样一个革命 ,单是政治改

变了 ,社会制度改变了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 ,还是一个农业国 ,还是一个手工业 、手工技术的国家。

“建设也是一种革命 ,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 [ 5](第 650 页)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来搞建设 ,要学科

学 ,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 ,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 、研究科学。针对当时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

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学领域 ,甚至以苏联的学术成果或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等做法 ,毛泽东

指出这种对外国人毫无批判的生搬硬套和模仿是教条主义的做法。他倡导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

由发展 ,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 ,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是非非要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 ,通过艺术

的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 ,而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方法去解决 。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 、思想方面的问题 、

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要用说服的方法去解决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文化科学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根本方针 ,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7](第 278 页)。

“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 ,文学艺术 、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 ,党会经常保持活力 ,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 ,中国

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 5]
(第 652页)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这些光

辉思想初步回答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初步奠定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础 ,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

线” [ 8](第 213 页)。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政治保证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 ,反对和防止国际反华势力西化 、分化中

国的战略图谋 ,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面临的又一个严峻的历史任务 ,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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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结合”的根本政治保证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加强党的建设 ,保持党的工人

阶级先锋队性质 ,是反对和防止国际反华势力西化 、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第二次结合”的政治条件 。毛泽东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 ,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能够领导

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谋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

重要的战略思想 ,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力;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用社会主义思想

去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 ,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扩大党内和党外的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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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动活泼的政

治局面;告诫全党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坚决反对部分党员

干部容易滋生骄傲自满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这些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

理论 ,开创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 。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无产阶级执政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是反对和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保

证。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出发 ,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中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 ,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 、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9]
(第 787-788 页)。为巩固无产阶

级执政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必须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

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接班人 ,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 、普遍地 、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据国际

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他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和条件 ,就是要懂得多

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 ,要搞马列主义 ,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民谋

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听取各种意见 ,

要讲民主 ,不要“一言堂” ;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 ,自己有了错误 ,要自我批评 ,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

点和错误[ 10](第 85-87 页)。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战略思考 ,对于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的能力 ,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三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及其历史贡献 ,不仅对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发展 ,都有重要的普世理论意义。

第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建

设和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

过 ,所以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 , 在实践中摸索 。 ……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

验”
[ 11]

(第 258-259 页)。

十一届三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 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

败教训的基础上 ,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形势发展的时代特点 ,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道路 ,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

跃”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毛泽

东领导下 ,新中国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统筹兼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思想 ,初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 、方针和政策 ,奠定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理论基础;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 ,积累的大规模经济 、政治和文化建设的经验 ,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的大批经济领导干部和社会管理骨干力量 ,为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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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人才资源;思考的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所提出的一系重要思想 ,不仅为防止

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 、使党永不变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而且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以及怎

样提高执政党的能力提供根本的政治前提 ,推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 。

第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的指南 ,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本民族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时 ,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同各个民

族 、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恩格斯在指导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时 ,反复强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一基本原则 。对于英国工人运动 ,恩格斯强调英国必须抛开德国

的特点而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关于意大利党的策略 ,恩格斯认为“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 ,而且必须

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 12](第 456 页)。而对俄国革命的情况 ,恩格斯则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解决本国问题时需要适应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直接指出 ,美国

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 ,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 ,同德

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 ,在这方面 ,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 ,它

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 ,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所有这些 ,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马

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 ,包括无产阶级革命 、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

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三个阶段。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他在帝国主义

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和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经验 、新规律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 ,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成果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飞跃 ,并且为马克思主义与俄

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

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族化的过程中 ,科学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如何认识

新民主主义社会 、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问题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贡献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阶段 ,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如何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面临的伟大任务 ,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20世纪中叶以来 ,苏联和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结合本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的发展有所贡献 ,也出现了所谓“南斯拉夫模式” 、“匈牙利模式”等有创见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但

是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性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与各

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并没有成功实现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过程中 ,明确

指出 ,“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

题 ,这是个大问题” [ 5](第 605 页)。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思想和方针 ,是对共产党执

政条件下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中国化的初步回答。在此基础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代领导集体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

历史性飞跃” ,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发展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伟大

贡献 。党的十七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就是要表明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我们既不能丢掉老祖宗 ,又要发展老祖宗。所以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

政治报告中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起来”的

首要结合 。因为这样的结合 ,既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又能不断开拓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因

为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是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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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科

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的新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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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s Thought 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alities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Zhang Qi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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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 , especial ly .the accompan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t ransfo rm in the early 1950s , Mao Zedong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and

Chine se so cialist const ruction , initiated and led the Party and all the peoples to mak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f M arxism w ith Chinese reali ties , and further created a road of China' s so ciali st

const ruction , which w as qui te dif ferent f rom the Soviet Socialist Const ruction M odel in the respects of

economics , po li tics and culture.The g reat course of Chinese refo rm & open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search fo r the so ciali st const ruct ion law by the fi rst

Party leade rship co llective at the co re of Mao Zedong .Mao Zedong' s exploration into the second

integration o f Marx ism with Chinese realities has not on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 f M arxist

Sinilization , but also deepened the theo ry of M arxist Nationality Reshaping .

Key words:Mao Zedong ;Marxist Sinilizat ion;the second integ ration

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