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中国独创性的发展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察

黄 庆 璋

编者按
:

为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

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

我们从本期起
,

连续刊登一组 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新 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形成和 发展的 文章
。

街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以 独创性的内容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村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的各个

基本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作历 史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

但是这些 文章还只是一个

尝试
,
由于 水平有限

,

不 当的地方肯 定是有的
,

作者希望理论界同志多加批评指正
,

以帮助他们进一步修改和 充实
。

这组文章是作者撰写《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专册过程 中
,

为庆祝武汉 大学校庆 七十 周年 而单独成篇的
。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战略家和理论

家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期起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

当他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无

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锐利武器之后
,

就致力于把它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
,

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

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

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

中的一系列独特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概括
,

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

思想
。

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

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
,

全面

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理论
。

其基本点就是
: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
,

人民大众的
,

反对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理论 , 关于党的建设
、

统一战线
、

武装斗

争的理讼 关于中国革命只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

以农村包围城市
,

最后夺取城市的道

路的理论
;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以及革命转变的理论等等

。

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
,

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以独创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增添了

新的财富
。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大国的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

它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

我们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对它

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而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来的
。

毛泽东同志创立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领导我们党以这一光辉理论为指导
,

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顺利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从而为中国人民的

革命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

同时也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

开辟 了 新 的道

路
,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

谱写了新篇章
。

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历史影响的深度和



广度
,

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与时俱进
,

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的光辉
。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发展
,

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曲折

的过程
。

反映在新的民主革命理论上
,

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

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

段
。

(一 ) 萌芽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

忿一时期
,
党还处于幼年

,

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

会状况
,

对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懂得不多
,

在处理统一战线
、

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

三个基本问题上
,

还缺乏直接的经验
,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

完整的
、

统一的了解
。

但是在这一阶段
,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

分析

了中国社会各阶级
,

分清了中国革命的敌友
,

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
。

同时
,

毛泽

东 同志还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剖析
,

对农民问题的地位
,

农民土地
、

农民武装和农村

政权等问题
,

都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

成为形成中国革命胜利道路这一理论的胚胎
。

(二 ) 开始

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
。

在这期间
,

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转变
,

即由北伐战

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

在一九三五年元月
,

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

结束了王明
“

左
”

倾机会主义对党的长达四年的统治
,

在第五次反围攻失败的危急关头
,

挽救了中国革命
。

在

这期间
,

毛泽东同志不但从实践上开辟了和理论上阐明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的

道路
,

即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
,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

而且在农村土地革命路线

方面
,

在由建军原则和红军的战略战术所构成的党的军事路线方面
,

在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方

面
,

在农村环境和军事环境下的党的建设工作方面
,

都作了重要的创造
。

新的民主革命理论在

这极端困难时期的形成
,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

当时
,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

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

曾使我国革命几乎陷

于绝境
。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在 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

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三 ) 系统地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 日战

争时期
。

在这时期
,

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民主革命期间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

即由第五次

反
“

围剿
”

的失败到抗 日战争的兴起
。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

毛泽东 同志曾以极大努力从事理

论工作
,

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
,

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

奠定了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基础
。

在抗日战争时期
,

党凭借着过去的经验和在全国人

民中间的崇高威信
,

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
,

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和更加统一的理解
,

领导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的抗 日战争
。

经过延安整风
,

经过党的
“

七大
” ,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到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
。

(四 ) 继续

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
。

在这时期
,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

根据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清

醒估计
,

以超乎寻常的雄伟气魄和革命智慧
,

坚决果断地决定同国民党蒋介石集体决战
,

赢得

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

在这两个 中国的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
,

毛泽东 同志进一步发展

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各个方面
。

特别是在革命取得决战胜利的时候
,

他从理论上

进一步阐明了和从实践上领导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

落后的大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

从而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

上述四个阶段
,

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所经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

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

在全国人民广泛而

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
,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

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

这是因为汲取党在革命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
,

对于完成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的总任务是很有必要的
。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

如果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

就

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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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建立教学
、

科研
、

生产的联合体
,

开展协作
,

相互兼职
,

实行人才流动
。

这对于各个方

面都是有利的
。

从学校和科研单位来说
,

教学科研人员到实际生产部门参加工作
,

有利于理

论联系实际
,

增长实际知识
; 从实际部门来说

,

技术人员和干部到学校兼课
,

有利于增长理

论知识
,

提高学术水平
。

其四
,

组成各类职称教师的合理比例
,

变
“

陀螺形
”

结构为
“

宝塔形
”

结构
。

我国高等学校

教授
、

副教授
、

讲师
、

助教的构成比例不够合理
,

教授仅占教师总数的 1
.

5%
,

副教授仅占

.7 8%
,

而讲师占 50 %
,

助教 (包括部分未定职称的教师 ) 占 40
.

7%
,

呈现为
“

陀螺形
” 。

并且

正
、

副教授多集中在一些重点大学或历史较长的院校中
,

非重点院校或新建院校很少
。

如一

九七七年后
,

全国新建的三百一十多所高等学校
,

到一九八二年为止
,

只有教 授 三 百 零一

人
,

平均每校不到一名
,

仅约占教授总数的 9 % ;
其中一百八十七所高等专科学校中仅有教

授八名
,

只相当于北京大学教授数的 6 %
。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
,

教授
、

副教授
、

讲师
、

助教

以 1 : 2 : 3 : 4的
“

宝塔形
”

较为合理
。

这样的教师职称比例
,

适应高等学校教学
、

科研的实

际需要
,

能更好地发挥教师学术梯队的作用
,

为国家持续不断地培养出合乎规格的人才
,

创

造出新的科学成就
。

怎样做到教师职称结构合理
,

还可采取这样一些具体措施
:

( 1) 对现有讲师以上
,

特别

是正
、

副教授较集中的院校
,

要积极支援新校的建设
,

并建立相应的院校间教师合理流动的

制度
; ( 2) 可在部分重点院校试行逐步取消专职助教的制度

,

由研究生代替助教工作
,

毕业

研究生到高校任教
,

试用期满后
,

合格者直接晋升讲师
, ( 3) 在教师职称晋升中

,

不仅要严

格掌握标准和条件
,

而且还应按教师定编数规定各类职称的比例
,

促使教师职称结构逐渐合

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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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记录
,

是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的无数丰富经

验的理论概括和中国人民智慧的集中表现
,

它的许多基本原理
、

原则
,

是有普遍意义的
。

同

时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 日益

结合的典范
,

我们深入地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民主革

命时期
,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问题
,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析问题

,

解决间题的立场
、

观点和科学方法
,

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今天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
: “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
,

走自己的道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
” 。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史的考察的基

本 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