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103723

10位ISBN编号：7010103720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刚

页数：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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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是内外语境的统一。
相对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是要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在语境，其一系列的基
本原理因其学科属性、内在要求、理论品质以及功能要求等需要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相对于马克思
主义语境，中国社会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语境，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革命环境、思想文
化、民族心理、时代主题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语境，确保了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交锋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三次对话：第一次是中国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其路向沿着对“西器”、“西制”、“西学”、“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争，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
通过与工读互助主义、新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当时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对话，给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带来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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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是在实践上，推进和深化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遗志，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
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伟大理想，从而使三民主义得到了实践上的升华②。
如在民族主义方面，孙中山追求民族解放，主张对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行民族自决，实现民族平等。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领导广大人民开展了坚决的反帝斗争，最
终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民权主义方面，孙中山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
中国共产党不仅十分重视孙中山所提出的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主张，而
且将其发展成为人民民主思想。
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主义除了在谁领导谁这个问题上有不
同之处外，它们是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
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③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曾提出过“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经济主张，但生前终未能看
到民生幸福的实现。
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深入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
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说：“真正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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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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