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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增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内容简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旨。
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主要展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基于“相结合”，从“
走俄国人的路”的经历中开辟出“走自己的革命之路”。
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中国革命之路在实践和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新境界，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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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增智，1973年7月生于湖北随州，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站博士后。
曾先后任教于陕西理工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现任教于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30篇，参加国家重点社
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级哲社基金项目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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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1921年l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对南方国民党及其活动（支
持省港大罢工）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国民党人的民族情怀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他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一是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他
们中有不少人接触过社会主义理论，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二是侨民，他们是国民党中的资本主义
因素和资助者，希望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但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三是南方军队中的士兵，这
些人没有社会地位，因处境恶劣才加入国民党；四是工人，国民党在南方的工人运动中享有一定的威
望，并与罢工者联系密切。
如，广州、香港和汕头三地就有 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马林从国民党的构成和纲领中得到了灵感：既然各种不同的团体都可以加人国民党，那么就意味着共
产党人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其 “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
”而从性质上讲，国民党“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
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
”而这正符合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谈到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林认为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从而改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来推进中
国国民革命进程是可行的。
　　马林在向共产国际转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建议苏俄政府向中国南方政府派驻代表与孙
中山建立联系之时，于1922年4月到上海说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事宜。
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召开了第一次西湖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
但其结果是：“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
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
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
”由此可以看出，刚成立自己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还缺乏一定的认识，对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还不甚了解。
但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完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之后，
很快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民主革命就是反帝反
封建。
同时，在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
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
职志。
”从该决议案中看出：中共放弃了建党时对其他党派的敌视态度，并愿意与其他革命派，首先是国民
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共提出的联合战线是为了自己之目的：“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
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
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
、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
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
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加入这一民主联合战线是为了给社会主义革命奠基。
“但这时中共所提出的联合国民党，是指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无论在
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组织上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而真正在组织上促成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是共产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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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主体论
、客体论、目的论、工具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都被整合在它的范畴里，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一个不能泛化只能具体化的命题。
根据这个命题的提出和不断完善过程可知，从宏观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包含了“一个基本
原则”和“三个基本要求”，即 “相结合”原则和“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经
验马克思主义化”以及理论经验表达的民族性和大众化；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包含
了1、谁来“化”，即主体问题。
2、用什么来“化”，即工具问题。
4、为何“化”，即目的问题。
5、“化”之基点，即客体或国情问题。
6、“化”之总结，即将“化”之经验提升为理论。
7、“化”之价值，即价值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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