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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内涵是指一个概念的内容，也就是概念所反映

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许多领导人

和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评价作了积极的

探索，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

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的文章，第一次公开

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这个概念提出来之

后，在中国和外国都有个多种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和

界定。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发

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不

断探索总结的科学理论，自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

大会以来，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做

过四次正式概括。

第一次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代

表大会通过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党

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题为《论党》的修改党章中，

代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作了界定：“毛泽东

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

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

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

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

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

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

宙观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这次会议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概括以党的领导人

之一刘少奇为代表，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和形成过程。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从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经过两次胜利

和失败，逐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归宿。中

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的那天起，革命过程中逐渐

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用实践

检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方式和形式，毛泽东

思想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而产生的理论成果。

第二次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只作了一句话

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

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中共九大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

极其严重的“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召开的，它对毛泽

东思想的定义，实际上是林彪提出的所谓“第三个

里程碑”[1]的翻版。这个定义首先避开了中国的实

际，也不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客观情况；其次反映

出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无限拔高的个人

迷信色彩。更要害的是，中共九大阐述的所谓“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既背离了中国社

会的实际，也根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共

九大的定义，不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定

义。[1]

第三次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和中共十二

大。在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是这

样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

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2]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改的党章又作

了一个重要补充，在“关于中国革命”之后加上“和

建设”三个字，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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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

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

这次会议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为代表，对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作了质的规定，内容更加完整，

表述更加准确、科学。

第四次是中共十五大的报告及十四大、十五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

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

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

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

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4]中

共十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

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2]这次会议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阐释毛泽东思想与邓

小平理论的关系，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

态的发展过程。

二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发展看它的本
质特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产物，

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概括和

总结，是在同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同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中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

义。一句话，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实事求是，是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经

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二十八年的血与

火的斗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

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代表者，没有照搬马

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发展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

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的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既有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有教条地机械

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不小

的挫折。那些主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左”右

倾思想不断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毛泽东思想是在

斗争中接受反复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给予高度评价并最终确认为

统一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的正确思

想。这次在历史的关键时期确立的毛泽东思想为

团结全党的思想和新民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

了思想基础，正确解决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渊源的关系。

通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十二大的党章对毛泽

东思想的阐述，更加全面准确地论述了毛泽东思

想。从中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认识

的区别，要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不同内涵。从本质上更加严密地概括毛泽东思想

不仅是中国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着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

历史地位不可动摇、不可否定。同时 要辩证地看待

毛泽东思想，它是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是毛泽

东同志一个人的思想。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

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

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它是更

加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动态

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让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理解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过去而且是今天、未来都要高举

的伟大旗帜。

中共十五大着重从发展的观点论说毛泽东思

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思想，使邓

小平理论也就应运而生。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

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

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

我们党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

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

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之为邓小平理论。

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

慧的结晶。”[6]这两大成果之间可以说包含与被包

含、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完全属于毛泽

东思想的一部分，之所以成为独立的理论是对毛泽

东思想中某些分散理论的集中论述和概括；又从继

承与发展的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又不能完全系统地

体现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内容。

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统一于马克思

主义，两者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体现了中国不同

时代的历史特点和要求。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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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断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会展

现勃勃生机。

在中共近九十年发展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

党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艰辛而曲

折的探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尤其是第一二代领导集体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成功和失败的反复探索中才得出毛泽东思想的

正确结论。除掉文化大革命中是在非常态下对毛

泽东思想的片面解读外，其它三次都立足于实事求

是的精神，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

东思想是真理，真理具有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仍要高举毛泽东思

想这一伟大旗帜，同时要不断创造性地坚持和挖掘

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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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Connotation of Manzedong Thought in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and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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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Manzedong Thought was put forward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its
content has been formally summarized several times b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7th NCCPC（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9th NCCPC，the 6th Session of 11th NCCPC，12th NCCPC and 15th NCCPC.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historic background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the beginning socialist
building period and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there has been some great chang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Manzedong Thought.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Manzedong Thought in above different
periods，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Manzedong Thought better and use it to solve correctly
the actual problems in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nodernization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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