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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现实与限度

徐梦秋　张爱华

[摘　要 ]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国情 ,获得关于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层含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 ,形成相应的路线、

方针、政策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两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现实

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抽取出来的 ,具有抽象的形态 ,这种形态是通

过去除具体实践的“丰富多彩”而形成的。因此 ,不可能有德国特色、俄国特色、中国特色或古巴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可能的 ,提出中国特色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度。

[关键词 ]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

　　1993 年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

际 ,我们几位同志合编了一本文集 ,并根据文集

的内容为这本小册子起了个名 ,叫作《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从那以后 ,我们断断续续地思考着“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内涵 ,考虑着我们

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些什么。近几年 ,

在和郭金彬教授合编《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

(科学出版社 2003 —2007 年版) 从而概览科学

发展历程及其各种历史形态的过程中 ,以科学

史为参照系 ,我们又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首先 ,我们想到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科学 ? 如果是 ,我们能否借鉴其他的学

科 ,如数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等公认的科学

典范 ,以它们为参照系 ,来考虑这个问题 ? 这个

视角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中国与欧洲交往很少的古代 ,中国的数

学与欧洲的数学走过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

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那个时候 ,确实有中国特

色的数学。但是 ,自从西方近现代科学进入中

国以来 ,一种在全世界基本统一的数学在中国

生了根 ,传播开来。时至今日 ,中国的小学、中

学、大学的数学教科书的内容 ,与世界其他国家

的都一样 ,几乎没有“中国特色”,也没有数学家

提出要把数学中国化的口号 ,更没有数学家在

做建立中国特色的数学科学的工作 ,因为数学

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物理学、

化学、逻辑学等一些学科的情况也差不多。寄

生于炼丹术中的中国古代化学 ,与蕴藏于炼金

术里的西方古代化学相比 ,其中国特色和时代

特色都是十分鲜明的。前者以硫汞二元论为基

础 ,后者则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为依托 (二

者也有相互影响) 。但现今通行于中国的化学、

化工领域的化学科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化学科

学已没有两样 ,中国特色的化学已不存在 ,或仅

作为历史而存在。中国古代的墨家逻辑、印度

古代的因明逻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

辑 ,都各有其鲜明特色。例如 ,虽然都是三段

论 ,但墨辩的三物 (故、理、类) 、因明的三支式

(宗、因、喻)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大前提、小

前提、结论) ,三者就有显著的区别。但是 ,今天

的逻辑科学已经具有了统一的内容和形式 ,逻

辑学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逻辑 ,主要的就是

数理逻辑 ,它是没有国别特色的。在当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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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人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逻辑学而工作。

既然如此 ,我们能否由此类推 ,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也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严格意义上

的科学 ? 我们认为 ,不能简单地这么推论 ,而应

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 ? 容后阐述。

其次 ,我们又想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

的整体 ,有形式与内容之分 ,有普遍原理与具体

结论之分 ,因此 ,我们在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时候 ,不应该笼统地下判断 ,而应该具体地考

虑 :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

那么 ,是它的哪一部分是可能的、必要的 ? 该如

何去做 ? 也许 ,人们会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

已是现实 ,现在才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可能性 ,岂不是多此一举 ? 话不能这么说 ,当年

康德提出“数学何以可能”、“自然科学何以可

能”的问题时 ,数学和自然科学早已是现实的存

在。康德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 目的是运

用哲学的反思功能 ,探讨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可

能转变为现实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我们今天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这个问题 ,也

具有类似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在深入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迟早会产生而且必须回答

的重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 ,有鉴于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历程和各种形态 ,我们形成了如下几点

看法 ,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国

情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 ,如《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论十大关系》等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完

整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马克思主义体

系中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部分。在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中 ,也有相应的德国特色的

部分、英国特色的部分、法国特色的部分、俄国

特色的部分 ,如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

革命》、《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列宁的《俄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这

些部分具有各国的鲜明特色是毫无疑问的。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国情 ,

获得关于中国国情的客观认识 ,这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题内应有之义 ,也是必要和可能的 ,

而且已成为现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深入认识、准确把

握现时代的中国国情 ,这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

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前提。这样意义上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今后仍要继续努力地做下去。

2.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革

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所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

比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论持久战”、“土

地改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一国两制”、

“构建和谐社会”等等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而形成的。它们的确

都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有中国特色的有机组

成部分。它们的中国化也已是客观事实 ,不必

再争论 ,而且其效果已经被实践检验。在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中 ,也有相应的具有国

别特色的部分 ,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

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

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它们都是具有鲜明

的国别特色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

略策略有些也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 ,列宁所

发展和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道路———武

装夺取政权 ,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但是要把这

一战略运用于中国革命就必须剥去它的俄国外

衣———“城市起义”,穿上中国的外衣———“农村

包围城市”,从而也就形成了中国特色。①在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客观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

上 ,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也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内应有之义② ,其可能

和必要无可置疑。这样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

仍须努力做下去。

与此相似 ,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 ,也有

类似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部分。比如 ,中国

的能源发展战略 ,就是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

科学运用于中国的能源状况和相关产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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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战略的形成也有社会科学的参与) 。

它应该成为我国的能源科学和能源技术科学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是有中国特色的。在

许多社会科学如管理学、金融学、广告学的教科

书中 ,通常有许多经典的案例。这些案例是由

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是对案例所包含的问题的

客观描述和性质分析 ,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案和策略。由于这些案例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领

域 ,因而都带有各自相应的“特色”。这些有特

色的案例及其所包含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构成

了相应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不可笼统地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国别

化是不可能的。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

本原理解决各国的具体问题的过程 ,也就是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国别化的过程。

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最终都是

要用来“解题”。而解题的过程 ,就是把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原理与待解决的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条件三者结合起来 ,在三者的互动中 ,

形成解决问题的方略或方案 ,因此必然形成由

于普遍原理和特殊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特

点、新特色。打个比方 ,如果科学的原理是红色

的 ,具体问题和具体条件是黄色的 ,二者相互渗

透最后所形成的结果 ,一定是桔黄色的。所以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

合所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定是有中国特

“色”的 ,一定是中国化的。

3.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如“对立统一原

理”、“剩余价值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

原理”能否具有中国特色 ? 能否中国化 ? 这个

问题比较复杂 ,也容易产生歧义 ,不宜笼统地来

谈 ,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来看。

其一 ,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表达形式的中国

特色和中国化是可能的。毛泽东已作了尝试 ,

例如 ,他用“一分为二”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 ,用

“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用

“知行统一”来表达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艾思

奇、李达、杨献珍等也作过相应的尝试。但是 ,

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的中国化、民族化的表

达方式目前尚不多见。在自然科学中 ,基本原

理的中国特色的表达也是有的 ,比如 ,直角三

角形的三边关系式“c2 = a2 + b2”,在西方叫做

“毕达哥拉斯定理”,在中国叫做“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就是“c2 = a2 + b2”的中国特色的表达

方式 ,至今仍保留在中国的数学教科书中。

其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能否中

国化 ? 这个问题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考虑 ,一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与中国国情相

结合意义上的中国化 ,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国情 ,提出解决中国问

题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是可能的 ,而且已经实

现。二是“提出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是否可能”? 我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是可能的 (这一点容当后

叙) ,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

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

的 ,它是从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抽取出来的。

当它从具体实践中抽取出来的时候 ,具有抽象

的形态 ,这种形态是通过去除具体实践的“丰富

多彩”而形成的。因此 ,不可能有德国特色、俄

国特色、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

们不能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存在着

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对立统一原理、俄国化或

俄国特色的对立统一原理、德国化或德国特色

的对立统一原理 ;也不能说有德国化的剩余价

值原理、俄国化的剩余价值原理、中国化的剩余

价值原理。与此类似 ,在自然科学领域 ,我们也

不能说存在着英国化的力学三大定律、美国化

的力学三大定律、中国化的力学三大定律。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 ,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

别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普遍、一般总

是存在于特殊、个别之中的 ,因此 ,一般性的原

理是不可能赤裸裸地存在的 ,总是披着特殊性

的外衣出场的。对此 ,我们要这样回答 :在现实

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 ,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

殊总是如影随形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对立

统一规律总是存在于各种具体的矛盾进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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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落体运动规律总是存在于各种物体的下落

过程中。但是人的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能够在

思维中 ,把一般和普遍从特殊和个别之中抽取、

剥离出来 ,形成普遍的、一般的原理。例如 ,把

对立统一规律从现实中抽取出来 ,形成对立统

一原理 ,把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从自然界中抽取

出来 ,形成自由落体运动定律 (规律同原理或定

律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客观的存在 ,后者是前者

的抽象反映) 。如果一般和普遍在思想中不能

与个别和特殊相分离 ,那么 ,逻辑思维便不可

能 ,任何理论也都不能产生。当然 ,任何普遍、

一般的原理最后都要回到现实世界中 ,完成与

特殊、个别的结合 ,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这时

它就带上了这样或那样的“特色”,就被这样或

那样地“化”了去。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 ,再

从抽象到具体的完整过程 ,也是一个从个别和

特殊到一般和普遍 ,再从一般和普遍到个别和

特殊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就是本

文第三点所阐述的。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 ,则

是本文第一、二点所阐述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是从各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它

的形成过程和它在实践中的运用 ,必然带有相

应国度的具体特色 ,但是基本原理的内容应当

如同数学的原理那样 ,不带有各国的特色。难

以想象的是 ,一个由德国特色的基本原理、俄国

特色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的基本原理、越南特

色的基本原理、古巴特色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这样

的原理能够存在 ,那么 ,将来如果有政党提出美

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非洲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该如何对待 ? 是承认

还是不承认 ?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 在领导中国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中国共

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这

一理论已被写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如果今后这一理论

被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公认为新的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 ,它的基本内容肯定也要与

它的特殊性区别开来 ,从而区分“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

济”,并且使前者从属于后者。所以说 ,提出新

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可能的 ,提出新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的。

这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武装斗争”这一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基本道路与“城市起义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没

有国度特色的 ,后者则是俄国化或中国化的。

所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是可能的 ,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可能的。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度。

总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十

分丰富的命题 ,也是一个在解读时容易出现各

种误读和歧义的命题。因此 ,不能笼而统之、大

而化之地来谈论 ,必须条分缕析 ,澄清其涵义 ,

消除其歧义。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中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可能的和不可能的 ,准

确把握其限度 ,从而做好我们能做到的事情。

这对于实现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发展马

克思主义 ,对于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

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错误倾向 ,都是很有必

要的。

注释 :

①恩格斯晚年曾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的

特点设想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议会道路 ,其意义和作

用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讲清楚的 ,略去。

②依靠广大干部群众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 ,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的具体知

识和方法 ,指导社会各领域的各项具体工作 ,解决

各种具体问题 (例如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 ,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问题) ,这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层含义的延伸和具体

化。

(作者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周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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