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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

蔡和森，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从理论层面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及其发展史进行了探索。从历史背景看，世界社会主义革

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个人自身坚忍不拔的革命

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客

观条件。他明确了从学说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逻辑基点、根本问题和重要途

径。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蔡和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和辨证法原则，形成了自己的

方法论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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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有着两重内涵，

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

变史，同时也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萌芽、

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变迁史。中国共产党早期

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宣传家蔡和森，在早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

际相结合、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经验

教训的过程中，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从学术层面……作了可贵的理论探索……

蔡和森留法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探

索，结合于他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实践，从

学术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１］。蔡和森的这一理论探索实质上就是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的探索。全

面系统地总结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

史的历史贡献，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

飞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

意义。

　　一、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不是凭空产生

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社会历史

条件互相作用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蔡和森

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还是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探索，都有

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厘清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背景，有利于深刻地认

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

贡献。

１．国外背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

勃发展

自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

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即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时期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革命时期。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

主义诞生以后爆发的无产阶级依靠武装暴力直

接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在帝国主义

实力较强的法国诞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运动；而１９１７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帝国主义较

为薄弱的环节发生且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这些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

产阶级，尤其是对中国的进步青年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俄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引发的示范效应是

息息相关的。１９２０年８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

的信中提出“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并从四个

层面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划分：一是从革命已经

成功的层面，指出俄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

的国家；二是从革命正在进行的层面，指出中欧

及巴尔干战败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发动的

国家；三是从革命孕育的层面，指出五大战胜国

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尚在酝酿中的国家；四是从

革命觉醒的层面，指出土耳其、波斯、埃及、印

度、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属于无

产阶级觉醒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什维

克”上去的国家。蔡和森在科学分析世界社会

主义革命运动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俄

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２］５７的主张，也

就是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走俄国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世界社会主义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运动的胜利，构成了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国外背景。

２．国内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

发展

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不

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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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所引发的示范效应为根本前提，而且同中

国近代以来积极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出路所引发

的实际需要息息相关。当时国内文化危机所引

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导致了蔡

和森这一理论的探索。历史地看，当时国内文

化危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

已然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

变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

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陷入亡国灭种危险之中的中华民族面临着

“向何处去”的艰难历史抉择。历史表明，无论

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发动的器物层面（如引进西

方技术等）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

发动的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都不能引导中国

摆脱内忧外患的窘境，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至于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

动，尽管他们把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制度，但由

于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都相继失败了。辛亥

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

建制度，但未能建立起新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

的新社会制度，此后的军阀混战使中国社会更

加黑暗和混乱。要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出路

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马

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生

长点，即实现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进而

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后期，蔡和森联同毛泽东等人顺应中国历史

发展的客观需要，发起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

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运动，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疑为蔡和

森发起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深入梳理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提供了良好契

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蔡和森探

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国内背景。

３．主体条件：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

会主义的崇高信仰与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主要是对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

反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尽管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运动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但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尚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谈

不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

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的研究，无疑需要研究主体具备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较强的分析

问题能力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知识的积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这些条件，蔡和森全都具备。蔡和森在赴法国

勤工俭学之初就写信给毛泽东，将“猛看猛译”

马克思主义著作确立为勤工俭学的一项重要内

容。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卤猛看报”，

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拟编译一套传播革

命运动的丛书，内容包括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

络与方法、俄国十月革命后之详情四个方面。

他在信中指出：“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

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

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

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２］４９－５０通过读报

学习法文，蔡和森随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以及

宣传十月革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蔡和森

认为，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是完全适用于中

国国情的，也适用于中国将来的改造。可见，蔡

和森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

追求，构成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的主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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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的主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变的历

史过程中，蔡和森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不仅开启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探索，而且也

开启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实践探索。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

说史的历史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进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是否

必要？对此，蔡和森认为，从学说史的角度去研

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十分重要和

必要的。

其一，这是有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

解与认识的必由之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

甚至怀疑。例如，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存在着冲突，即“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

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２］８０。显然，

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

解，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强调的历史

观是客观性和人为性的有机统一，既有着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又有着历

史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正如蔡和森所言，马克

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全在于其把

人为性和客观性这两点结合起来。他还认为，

这已经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因此，只有从

学说史的角度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运用，才能避免对

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和怀疑，有效增进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其二，这是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的必由之路。蔡和森认为，我们固然要重视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但更应该注重将

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是一致的，但当应用

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３］所以蔡和

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包括

其理论的发展进程即学说演变进程，同时也包

括其实践进程。因此，从学说史角度来研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能够在其发展与

演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互相确证，从

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三，这是有效增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并

提升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中国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过程。惟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和森撰写了《中国共

产党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了科学总结中国共

产党的党建经验与教训，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２．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

逻辑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指的是马克

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学说指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或理论。就

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自然成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先决条件与活水

源头。在蔡和森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

体性把握并实现其中国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逻辑基点。

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１日，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

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一方面强调自己对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称自己为“极端马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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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派”，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

政”［２］７４；另一方面，又严肃批评了初期社会主

义、乌托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

尔特社会主义和修正派社会主义。他认为，初

期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属于没有内在理

论依据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现为不

识时务地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工团主义仅仅

专注于经济行动，吉尔特社会主义的特点是调

和劳资矛盾以延长资本政治，修正派社会主义

则是严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鉴于

此，蔡和森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

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

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２］７４。蔡和森

指出，若要达到这一目标，一定要以唯物辩证法

的观点把握革命说与进化说之间的关系，因为

如果侧重于革命说就必然导致感情的革命主

义；如果偏向于进化说就会演变为经济的或地

域的投机主义。他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得以成功的根本之道就在于综合、全面

地把握住这两种学说之间的辩证关系。

随后，蔡和森还以马克思的学理作为切入

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了深刻分析。他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

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完整而科学的理论

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蔡和森强

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学说，必须将马

克思的革命说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合起

来。他由此提出了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的必要性

和推进中国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三步骤”：第

一步是为争取生存权和劳动权而向政府论战，

并强迫政府向五国银团借入大量的实业外债；

第二步是对借入的大量实业外债进行严格管

控、监督，落实其用途；第三步是争取产业管理

权和政治管理权。蔡和森坚定地认为，这三个

具体步骤是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

门。由此可见，蔡和森在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将对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理解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

用作为逻辑基点。

３．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

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有贯穿始终

的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在蔡和森看来，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党的建设，并形成“中国共

产党自己的理论”的问题。事实上，蔡和森就

是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

展》的撰写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完成的。蔡

和森指出，要形成适合中国共产党发展要求的

“自己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研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坚定地将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在给毛

泽东的信中指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此，毛泽

东在回信中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并说道：“唯物

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

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

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

理，有很强固的理由。”［４］其二，必须坚定地发

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自

己的理论”。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党的理论创

新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

其三，必须坚定地反对各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真正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像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

一样。”［２］８０３在蔡和森看来，施存统的主要错误

在于对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断上，错误地认

为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属于现成的东西，不需要

进行任何斗争就可以顺利达到。对此，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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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党外

现存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类似于施存统辈

观点的油腔滑调，另一种是类似于陈公博“物

观论”的机会主义。由此可见，蔡和森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实质上是为党

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的，而对党的思想理论建

设的探索又恰恰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重要

途径

蔡和森在厘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指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三条重要实现

途径。

其一，应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学习，也就

是按照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基于此，蔡和森主张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应包括马克思学说，

还应该包括列宁学说，即“共产党的原理和方

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

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

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５］２６。

其二，必须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建

设的历史经验。正如前文所述，蔡和森实际上

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的角度来研究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在蔡和

森看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实质上就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经验实质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经验。因此，蔡和森全面总结了自中共一大至

中共四大以来这段历史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史的

发展》的研究报告。这无疑是在我党历史上开

辟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也事实上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其三，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进行

研究，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

５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文化运动

的重要性，提出了推进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法，即

“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５］２０，同时强调要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运动，即“现在中学以上

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进发了，新民学会所

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

文化运动”［５］２０。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发展表明，

通过兴办新民学会和开展文化运动，极大地推

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

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道

路，这条发展道路即文化运动的道路，对后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影响深远。

　　三、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的方法论特色

　　从理论生成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学说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发展史。蔡和森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过程

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

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为背景，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

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说史进行梳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蔡和森很好

地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形成自

己的方法论特色。这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学说史的另一重大历史贡献。

首先，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

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始终是蔡和森历史

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他整个历史主义方

法论的出发点和哲学基础。这是蔡和森探索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时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

法论的基本支撑。其次，１９２４年蔡和森撰写的

《社会进化史》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基础上的创新性成果，它奠定了蔡和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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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的方法

论基础，是蔡和森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新生态。

最后，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科学

地运用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及其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深化和

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内涵。

正因为蔡和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

则，所以，蔡和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

史的研究范式。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

中，蔡和森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还很好地

贯彻了辩证法的原则。１９１９年，蔡和森在给毛

泽东的信中论述自由问题的时候强调：“吾人

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

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２］２３蔡和

森指出，为达此目的，必须积极发展和传播列宁

的理论主张与观点，学习他的先进思想，更为直

接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在

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目的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

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如“不必要”中渗透“必

要”，“厌恶学校”的同时又要“欲入学校”。在

这里，蔡和森不仅在对自由思想尤其是对列宁

的自由观的理解上贯彻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原

则，而且在对自由实现的手段选择上也很好地

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基于对这些科学

方法论的成功运用，蔡和森的探索取得了重大

进展。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

建设与发展，还是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都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蔡和森一生极为短暂，但他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探索确立了一种典范，既

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

发展，也极大地深化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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