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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内容。
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海峡两岸增强互信，加强合作新时代，只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目标，确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取向，张扬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创新意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拓展一个新天地。
而其关键就在于研究视角上要实现四个转变：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
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由革命思想研究到和平发展思想研究的转变；由中国共产党
党史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转变；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关系研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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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对中国问题作出解答的同时，势必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的诸多主要思潮发生多方面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与这些主要思潮的联系既表现为相互吸取、相互影响，又表现为相互激荡、相互争鸣。
与20世纪政治世界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景象如影相随，由此展开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绚丽画
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荡中，逐渐地丰富了自己的思想意蕴，成为中国思想
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从流传到中国的一个社会思潮而汇成中国的主流思想，并不仅仅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
政治上的胜利，更主要的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这些主要思潮的交流激荡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创造
性、合理性和生命力，显示了自己掌握群众并由此而转变成伟大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考察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诸多主要思潮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自五四运动以来，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中心而展开的，由
此决定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潮，就是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三民主义的思想旗帜由国民党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则由中国共产党高举着。
正像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过去80年间表现为联合与破裂交替变化一样，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
样是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
这两大思潮的联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整个
生活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问题解答的两种思想体系。
它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就是因为在这两种主义的指导下产生了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力量和共
产党领导的政治力量。
对中国问题解决途径探索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决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政治上既有合作的可能，也有
分裂对抗的可能。
因此，寻找超越各自的阶级利益上的共同点，力求从对方的思想中吸收丰富的养分以壮大自己，不仅
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也决定了一个政党及其所信奉的主义的命运前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讲，都存在一个对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及其三民主义的各种解说、流变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识，虽经历过一些曲折磨难，但总体上
讲，基本上达到了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原旨相符合，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民族的整体
利益相符合。
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思想世界诸多主要思潮的联系，特别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联系，就
难以全面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歌猛进的真实历史画面。
只有加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所取代的必然趋势才能完整地、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三民主义是由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
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对三民主义做过两次重大的发展。
第一次是孙中山在1917—1919年之间完成了《建国方略》。
第二次是孙中山在列宁领导的苏联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
义。
三民主义，由于与孙中山的革命历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中一大具有影响力
的政治思潮。
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是自己对中国问题思考、融会中西古今思想精华所成
。
在吸收西方的思想资源方面，孙中山实现了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到学习西方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在理
论和实践上呈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接近的趋势；在运用中国的思想资源方面，孙中山经历一个由离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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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过程，终于实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三民主义绝非欧美思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活，而是孙中山基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所做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创造。
孙中山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甚至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吸收，在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
大的作用。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他的社会主义，从阶级性质上看，显然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
它接近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但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问题的社会主义思考，具有历史进步性。
它的兴起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深刻影响了三民主义的
发展。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自觉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先导，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少不了与国民党人的接触、合作和交锋，思想文
化上不可避免要遭遇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整个过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认同，到孙中山逝世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戴季陶
的言论进行积极的解释，再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被迫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后，对三民主义几近基本
否定。
毛泽东抗战时期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关键，在于克服了对三民主义的简单定性和基本否定的错误倾向，从而真
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结合点，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或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
三民主义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和共同性。
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经历了肯定、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
程。
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点的确定，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开启的20世纪政治思想
传统有了一种内在的连续性，成为一种与近代中国自身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的主义和学说。
事实上，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时，有许多关于对三民主义的论述。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形成长期的对抗状态，与此相连的是，革命时期
就已形成的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两个不同认识体系，不但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地缘的隔离和政治上
的对抗，更加坚固和封闭起来。
国民党在台湾一方面使三民主义增添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三民主义修补为反对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工具。
毛泽东1956年提出了吸收孙中山的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的号召和命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建设的实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高度评价了孙
中山及其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在新时期要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恢复了共产党人正确的孙中山观，认为孙中山精神是联系中国大陆和台
湾的强大精神纽带。
江泽民把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看做是20世纪推动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世纪伟人，创立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的跨世纪宏伟目标，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孙
中山的继承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理论界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孙中山及其思想
的论述中所提供的基本线索，对孙中山的思想中与中国现实有密切联系的现代化思想、社会主义思想
和振兴中华的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使孙中山的思想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和体现出
巨大的现代价值。
新时期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特点，具体体现在四个转变上：实现了由革命时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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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建设时期的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了革命思
想的研究到和平建设思想的研究的转变；实现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的转
变；实现了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研究的转变。
　　历史地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运行的轨迹，就可以发现j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前奏，它必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为基本前提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
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首先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待革命胜利后紧接着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改造（革命）的道路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邓小平在此基础上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把对社会
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实现了由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跃进，开拓了一
条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径。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问题解决的思路和途径上，都把革命、现代化、社会主义与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了连接。
因为这些思路和途径都是依据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解读，其中有许多共同点；但又因为在社会主义的
认识上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解读方式，两者又有诸多差异。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问题上，都赞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孙中山只是到此为止
，而共产党人主张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接着开展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
两者都主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两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是不相同
的。
孙中山在理论上做了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连接的第一次尝试。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肥沃土壤。
因此，从思想文化的发展角度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这些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批判地吸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共同点和差异点，还因为两者的社会主义所依
据的历史观根本不同，但又有密切联系。
民生史观是孙中山在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和对照中创立的。
对唯物史观这种激烈的批判丝毫不会阻挡孙中山在创立民生史观的过程中吸收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接受唯物史观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
毛泽东对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创造性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进行论述和评价。
对这些论述和评价应当做历史的分析。
今天有必要从民生史观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角度，从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评判标准上，重
新认识和重新评价民生史观。
历史观的不同决定了民生史观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预防社会革命发生的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的社会主
义必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2005年春季以来海峡两岸涌动的党际交流对话的
春潮，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加显示出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只有辨认和确定现代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弘扬孙中山精神
，才能开辟一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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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姚锡长编著。
    中国共产党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
重要内容。
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海峡两岸增强互信，加强合作新时代，只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目标，确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取向，张扬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创新意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拓展一个新天地。
而其关键就在于研究视角上要实现四个转变：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论述为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
论述与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转变；由革命思想研究到和平发展思想研究的转变；由中国共产党
党史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转变；由单纯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到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关系研究的转变。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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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