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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关键的理论与实践论题，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革命在社会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中国历史的进程也离不开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

为指导性的科学理论，引领人民群众在具体实践中积极探索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奠基

于伟大的社会革命中，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意蕴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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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olution is a ke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 theo-
retical system, an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great influence of revo-
lution. Looking back on the party history of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taken Marxism as a guiding scientific theory, led the people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pro-
mote the great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crete practice, laid its foundation in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connot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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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论述中，革命指社会政治的根本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目的是要推动社

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其中，政治革命是革命最为重要形式之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

革命，不仅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形式视作其在各种斗争形式中的最重要甚至是最高形式，

而且极为重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而言之，在推翻资产阶级

统治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以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当然，革命的含

义也是极为丰富的，政治革命和暴力革命只是其中的形式和内容之一，都起到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

作用。近年来，马克思革命观及其中国化探索相关议题已有相当成果发表，对偏重宏观描述和群体分析

的研究移有足无，本文将马克思革命观中国化的探索划分为传播的中国化和运用的中国化两个阶段，就

其探索过程及重要成果作一阐述，以此剖析和总结各阶段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中的历史

地位及局限性，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2. 马克思革命观传播的中国化阶段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早已传入中国，但早期传介者在引进过程中缺乏正确、深入的认识，无法将

理论结合具体实践，自然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直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众多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潮中选择、接受马克思

主义为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也经过理论

和实践的反复比较，逐步认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当时中国，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相互渗透、更迭嬗递的主义和学说时，包括毛泽东在

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时期，风雨如晦中改造社会的呼声不断，意识形态领域因此交锋激烈，思想

文化空前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中，对无剥削、无压迫、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社会的群体向往引发了对

由无政府主义派生出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热切追捧，其中，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较马克思主义更易

被接受，一度占据传播优势，但终归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经历了改造的失败，知识分子们纷纷开

始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社会进程产生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于是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启发下

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动投身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初步建立起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

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历程中必要且基础的一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实现了现实的结合，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

际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真正的革命实践由此开始形成。[2]在
国难与救国的迫切要求下，五四运动的告成，为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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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广泛传播，使早期的共产党人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观念的转型，同时快速投入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运动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在此期间，为使先进青年们联合起来组成统一

整体，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等李大钊的指派下着手筹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但由于早期党组

织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不高，又受其它社会思潮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有限，所以在建立

怎样的共产党的问题上认识模糊、分歧众多。在刚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

主义者面对这一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指出

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革命，也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则主张建立“绝对自由”的联合团体。[3]经过激烈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的成员

退出了小组，组织随即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发展正式党员以充实力量。 
从开始接受和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形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革命观传播的中国化时间

较短，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时的理论准备并不充足。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早期共产党人凭借所掌握的

丰富理论内涵，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初步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领导地位

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始终缺乏系统化的理

论补充，难免为日后进一步的探索埋下了隐患。 

3. 马克思革命观运用的中国化阶段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探索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中国共产党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存在诸多谬误，尤其是对革命的出发点、立足点等定位问题的解答差异较大。

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评判和有效修正种种偏差，并作为检验的尺度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生成与完善。因此在马克思革命观运用的中国化阶段，大量共产党人积极投入群众运动中，并及时

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形势调整战略方法，不仅使党组织在建党初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还实现了革命统

一战线的建立。 
广泛联合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策略，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团

结其他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同时把握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并保持自身独立自主，才能取

得革命的胜利。建党以来的群众运动始终没有达成理想的结果，尤其是“二七”惨案发生后罢工斗争实

际陷入失败，这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阶级联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于是在 1923 年党的“三大”上决

定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这次国共合作虽未完

成历史使命，但推动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促使中国革命形

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把统一战线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与革命性质对中国革命前途及其依靠力

量的全新定位，是超越了经典理论预设和俄国革命经验总结的独创性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实践

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实际的探索中不断提高思想上的觉悟，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积累经验。但由于对革命领导权、规律和特点的把握不足，中国

共产党在大革命后期缺乏独立自主的斗争力量，最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

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陷入曲折发展阶段。 
此时，面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同时选择了城市武装暴动和工农武装割据两条

道路进行探寻。虽然历史证明，以农村革命阵地为中心开展斗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中，缪伯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阵地的革命斗争依旧不容忽视。面对险恶

复杂的地下情报工作，地下党人始终不惧危险、沉着勇敢，在他们的努力下，广大群众持续开展了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仍然得到了较大发展，这对于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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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群众工作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虽然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真正在

思想上深化认识并在实践中自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国共

产党深化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间关系的思考，经过革命斗争的评判与检验，选择

并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和思想路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早期探索到正式生成提

供了重要的实际经验。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革命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思潮与政治势力相互角

逐的近代中国，对革命的含义并未统一共识，都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革命话语阐释者的“革命”。作为

代表性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推翻旧制度的斗争活动，直接目的是实现政权的转移和制度

的更替，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革命观即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投身革命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思想、

看法和根本观点，具体包括对革命的方法、力量、策略、道路和方向、意义等问题的总体认识，都是马

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国化探索的哲学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为指导，在人类社会一直存续的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历史没有终结，革命对于

一切社会时代就都是必需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中的历史时期，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任务和所要达成的主

要目的不尽相同，但其改变世界的积极意蕴是不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革命也不再是群众性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顺利推进的征程中保持并创新发展革命要义，这也是新时代格局中革命的全新意蕴。在当今的时代

背景下，掌握革命话语的当代性，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在革命实践历程中何以形成、如何形成有

着清晰的认知，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但随着学界对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成果愈加丰

硕，随之产生的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也愈加增多。时代发展与党史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部分人

纠正意识淡薄，甚至鼓吹“革命过时说”、“告别革命”，引起争议不断。聚焦马克思革命观对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实践轨迹反映社会时代变迁的进程实事，揭示中国共产

党在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任务中如何认识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对于如何深入学习党史、

树立正确革命观、正确看待革命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解决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难题中提供了中国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依然以一以贯之的革命思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历代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的伟大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真正推动了人类解放这一伟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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