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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运用历史与现实相交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律和当代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系统提炼。
上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历史与现实相交汇的角度，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条件、主题、成果和意义。
中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提炼了八大基本规律：“
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时代潮流”与“中
国国情”融为一体，“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
促进，“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
下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从时代新变化、国情新发展、执政新要求的角度，深入探讨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走向。
全书既着眼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又着力于现实问题的关照；既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又具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
在当前众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具有较为
鲜明的特色与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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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心鉴，现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副主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曾长期担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
是国内政治学界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的著名专家。
1993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届“十佳理论工作者”，1997年被评为山
东省科技拔尖人才，2004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已出版&lt;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政治建设论》等专著14部，在中央
和省级报刊发表论文数百篇。
有14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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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经验与当代视野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神圣使命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及其伟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主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意义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及其伟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主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意义
第四章　“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三、遵循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的规律
第五章　“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
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南
一、‘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
三、遵循“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的规律
第六章　“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
一、科学把握时代潮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二、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三、遵循“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融为一体的规律
第七章　“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三、遵循“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第八章　“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
一、客观需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二、主观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条件
三、遵循“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的规律
第九章　“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
一、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
二、思想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指向
三、遵循“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的规律
第十章　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
一、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大敌
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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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
第十一章　“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
一、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
二、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三、“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第十二章　时代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
一、和平、发展、合作时代主潮流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十三章　国情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第十四章　执政新要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新成果与新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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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毛泽东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
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
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的。
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为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并能够站稳，就必须改变“社
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
因此，改变腐败的社会制度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以实现国家繁荣富
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也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
两大历史任务。
（二）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思想主张未能拯救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遭到了惨败，从此以
后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古老的封建思想意识再也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使命，为了
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救国救民理想，必须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寻找真理。
正是这种强烈的需要，激励着近代中国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寻求真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为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宝库。
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成为时代潮流，持续了将近80年。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阶段，也是在“器物上感觉不足”（梁启超语）
而向西方学习的阶段，主要是学习以“船坚炮利”为核心的西方物质文明。
“中体西用”是这个阶段学习西方的指导思想。
学习西方动机，既是为了反抗侵略，更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
先是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倡导的经世思潮。
其基本思想是：推行“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通过改革，谋求“筹边”与“筹海”以对付列强的入
侵。
但刚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世界的本质以及中国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准确的判断，民族危机感只是少
数进步中国人的超前意识，“师夷之长”只是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随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又一次将清王朝推到亡国边缘，李鸿章、张之洞等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始
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开始了以“自强”、“求实”为目的“自强新政”
。
但是，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体制之上，甲午战争的失败
，宣告了洋务派主张的彻底破产。
同时，在这个阶段中，由于社会民族危机的严重，洪秀全、洪仁干也担当了时代赋予的学习西方的使
命，作出了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截然不同的创举。
他们发动领导了农民战争，决心用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却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段壮丽插曲。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二阶段，是在“制度上感觉不足”（陈独秀语）
而向西方学习的阶段。
其主要内容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承担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主张君主立宪，萌芽于郑观应、王韬等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集大成者。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认为，中国要想救亡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
。
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主张一切皆变，无一不在进化。
但他们把“变”只理解为渐变，否认突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只强调改良，反对革命。
其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主张民主共和。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和平渐进的进化论时，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进化论。
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高度概括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自由与平
等的政治主张，但对封建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做了思想上的妥协让步，封建思想仍然继续统治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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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
社会问题，“救亡”与“强国”的理想远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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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