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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努力①

何云峰
(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做出了重大贡

献。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充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解放思想的非凡勇气、开放包容

的博大胸怀。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要素，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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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而且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进者。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后，在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亟需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一次

会议上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

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的道路。”［1］506在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正

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

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高度自觉，毛泽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对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大量的研

究，但对于毛泽东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因素

挖掘得还不够。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以期

对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 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对新情况、新

问题的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有赖于中共领导人对于客

观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准确把握和清醒认识，有赖于他们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八大前

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客观形势的根本变化，积极开展

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努力探讨解决这些新问

题的办法。通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成功推

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

动主要有 4 次。这 4 次调查研究各有侧重，均有明显的问

题指向性。

毛泽东开展的第一次调查研究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

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到 4 月 24 日，

他一共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

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 43 天。毛泽

东这次调查研究非常紧张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

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

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

调研结束后，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是 43 天调查研

究的直接成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毛泽东曾经回忆

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 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

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

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

形成呢? 不可能形成。”［1］471

第二次调查研究是对国内社会矛盾状况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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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一个重要原因是下半

年国内经济形势比较紧张，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地表现出

来，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1956 年

10 月开始，广东、河南等八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

的情况。人民群众中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和对现实不满的

言论渐渐增多。总之，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

看待这些新情况，处理这些新问题，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

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全党对此既没有思想准备，也

没有经验。有些干部一听到群众闹事就想到敌我矛盾，就

想到专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

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上述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对当时国内的

社会矛盾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认为敌我矛

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

少数人闹事基本上属于后者。如何处理这类新问题呢?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从性质上讲属于非对抗性矛

盾，因而不应当采取镇压的办法去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

呢? 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和思考，形成了他在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 设 时 期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另 一 篇 代 表

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三次调查研究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

现的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如

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地下工厂”、
“地下商店”，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与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认

真调研。他在 1956 年 12 月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
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了“可以消灭了

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毛泽东本人将其称作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这是毛泽东此次调研取得的重要

成果。

第四次调查研究是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调查研

究。1957 年 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

会议，破例邀请了约 160 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会议期间，

毛泽东分别与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院校和自

然科学等方面的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征求意见。他实际

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调查研

究活动。这次调查范围相当广泛。毛泽东从中获得了大

量的感性知识，对于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

新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从 4 月 4 日开始，毛泽东连续 3 天在杭州召开座谈会，

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 4 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

汇报，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杭州座谈会属于党内的小型座

谈会。会议开得比较活跃，问题谈得也比较深入。通过杭

州座谈会，毛泽东更深入地了解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他由此更加坚定了开门整风的决心。

综上所述，八大前后，毛泽东主要进行了 4 次大的调研

活动。这 4 次调查研究为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

重要基础。从 4 次调研活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面对实践

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般是通过听汇报、开座谈会

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调研。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

础上，他初步得出一些新认识、新思路和新判断。然后通

过演讲和座谈等途径，将自己的新认识、新思路和新判断，

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由党内到党外，逐步扩散。在此过程

中，他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进行再思考，直到形

成比较成熟的系统的理论成果。这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二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探索社会主

义新道路
与时俱进，认真开展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

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但倘若没有敢于打破

“天条”的政治勇气和精神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仍然会严重受阻。因此，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

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八大

前后能够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敢于破除对苏

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怎么搞，党最初并不很清

楚。由于缺少实践经验，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就成了不可避

免的选择。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早在 1955 年底就提出

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488。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

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这更使得毛泽东

和党中央认为，中国应该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能总是

迷信苏联的一套办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提

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

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

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

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23 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

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但在当时，苏联模式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

式，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力和禁锢力。要想从苏联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独立探

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必须要有敢于打破“天条”的非凡勇

气。因此，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大力倡导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风气，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很多宝

贵设想，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

卓越贡献。
在政治建设领域，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的重大错误就

是混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肃反扩大化，欣赏个人崇拜，

破坏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和 法 制，实 行“对 人 民 的 专 制 主

义”［4］229。为了防止重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

东提出要分清两类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

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汲取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明确

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出: 个人崇拜是过去

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反对脱离群

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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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

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

出和个人英雄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扩大民主的

问题。在中共八大期间，他对来访的外国朋友说: “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3］127。
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一种颇具

胆识的新思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

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扩大

民主，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5］30。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评最多，主

要包括: 第一，单纯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和轻工业投

入太少。第二，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挖

得很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中央过

度集权，损害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以苏联模式为鉴

戒，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

想。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当是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

举，坚持两条腿走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4］230。其

次，他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利益分配原则，尤其

认为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第三，他主张适当划分中央和

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特别注

意不能把地方限制得太死，否则地方就没有积极性。第

四，他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认为企业要有一定

的独立性，可以允许有点“独立王国”。第五，他提出了“可

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苏联曾有过用行政手段干预学

术争论从而阻碍科学发展的深刻教训。毛泽东以苏为鉴，

对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郑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粗暴

的行政干预会严重影响科学文化的发展。应当提倡不同

学派之间相互争鸣，自由讨论，这样才有利于科学文化事

业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实行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文化

的必由之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

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严肃指出: “教条主义不是

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3］251

在八大前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

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高举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摆脱对

苏联模式的依赖和迷信，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探索自己

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是非常难能可

贵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对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

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开放包容胸

怀彰显马克思主义新气象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敢于破除迷信的政治勇气，而且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马

克思主义是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它

的发展同样需要充分汲取最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只有这样

才能与时俱进。八大前后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有开放包

容的博大胸怀，能够虚心学习借鉴一切积极因素来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

就宏观层面而言，毛泽东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体现在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基本方针之中。具体而言，毛泽

东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体现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民主党

派、人民内部不同声音、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和外国文明成

果等各个方面。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在党内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和

地位。但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容忍

乃至尊重，并没有搞一言堂。例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

泽东期望加快发展速度，但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稳妥一

点好，不能走得太快。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后，接受了周

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在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定稿的过程

中，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协商，平等讨论，洋溢着民

主和谐的气氛。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 “第一次推翻你的，

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

民主的。”［1］513这些情况表明: 当时毛泽东是能够容忍乃至

尊重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因为如此，才 会 有《论 十 大 关

系》，才会有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

对待各民主党派，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了执政党领袖的

大气度。他形象地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毛泽东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

是一种民主。”［1］482他甚至讲:“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

干好。”［6］270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把“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

本方针。1957 年 3 月 1 日，他进一步阐释说，什么叫“长

期”? 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

长。如何监督? 就是属于批评、建议［1］629。
对于人民内部的不同声音，毛泽东表现出足够的包

容。1957 年 3 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有两种领

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

是放得有余［1］640。同月，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

明确指出: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

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

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

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1］651。毛泽东的包容

胸怀催生了马克思主义者治国理政的民主新思路，其蕴含

的思想价值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对于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有清醒

的认识。为了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主张对他们采取开放

包容的政策。一方面，他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

百”方针为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开展正常的争论

提供了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强调对知识分子

的争取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他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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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变不能搞强迫，只能靠说服。毛泽东

并且提出，要想争取知识分子，让他们改变资产阶级世界

观，“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

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1］640 他认为不与

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要求改善共产党与知识

分子的关系。他明确表示希望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

入党。此后的历史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对知识

分子的开放包容政策是正确的，违背这个政策，反而阻塞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道，导致思想的严重停滞和僵化。
对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毛泽东也持包容的态

度。他明确肯定资产阶级的进步是主要的。他还认为保

留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他说: “我们为什么

保存资本家? 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

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

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

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

级，有极大的作用。”［3］171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

“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他认为可以使之合法化，并且

明确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对于外国的文明成果，毛泽东同样表现出海纳百川的

胸怀。他认真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在汉唐时期

文化的繁荣气象与当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有很大关系。
后来之所以走向落后，很大原因在于政府对外来文化的排

斥。所以，他在 1956 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 我

们要在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

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政府开

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

的，只 有 一 个 节 目 是 中 国 的。搞 久 了，就 成 为 中 国 的

了［7］19。他主张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西文化结合，为

此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

向外国代表团表达了开放的意向。他说: “中国是一张白

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

驰骋在这张纸上。”他一再强调: 我们的门是开着的［8］400。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已经明

确表达了对外开放的愿望。后来走向封闭半封闭实在是

形格势禁，迫不得已。
回顾八大前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我们发现，他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大胆、新颖的方针政

策和设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解放思想的非凡勇气和开

放包容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不仅要学习借

鉴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丰硕理论成

果，更要认真研究和学习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

中的这些成功要素，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进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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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Efforts to Promot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round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E Yun-feng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realize the
“second combination”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practice around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Mao Zedong's efforts to promot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round the Eighth Congress has fully displayed valuable
character in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extraordinary courage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broaden open － in-
clusive mind，which are successful factors to promot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worthy of seriously learning and
drawing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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