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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①

吴　璇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外诸多危
机面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丰

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含党的理论教育、世界观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实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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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
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列宁时

代封建沙皇统治的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革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爆发正是中国处于内外受敌的阶段，内受制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体制，外受多个帝国主义国

家宰割和奴役。很多阶级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拯救危难中

的中国，资产阶级，农民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只

有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在战

争的洗礼和不断实践中将这一伟大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

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就不能顺利地传入中国，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

情相结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

１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同志在第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

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重要报告，第一

次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表述。他说：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

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

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

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

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

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

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

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

题。”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

结合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实现，才能更好地指导和引

领中国的发展［１］５５４。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了马克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

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毛泽东

思想统一全党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２　教育内容
２．１　理论教育

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

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

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

方法和活动方法”，“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

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２］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旗帜和指南，同样成为广大

共产党员的精神食粮，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拿起马克思

主义理论这一利器对抗外敌。抗日战争期间许多马列书

籍涌入中国，国内外众多学者翻译了许多的马列主义书

籍对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希望广大的中国人民接

受并且将马列主义付诸实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思

想政治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经典作家的思想，出现了很多著作，例如著名的

《论持久战》等。毛泽东对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不赞成的，

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不仅需要枪杆子，还需要科学理论

来武装自己。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

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

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

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

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３］

２．２　“世界观”教育
抗战时期，党不仅肩负着领导人民打败侵略者，更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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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然而，党内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远远不能适应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在党内存

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类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

义，曾经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针对党内存在

的思想上的问题，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对全党进行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并且还专门撰写了《实践论》和

《矛盾论》。他号召全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对每个问题加以

具体分析，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针对党内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综合这两

种倾向的党八股，毛泽东说，我们搞革命“就要反对主观

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

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

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

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

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

一想，也不发议论”［４］。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敌

后抗战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项以马克思主义

教育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延安整风运动［５］４０，为当时两面

受敌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风气，大大地增强了全体党

员干部明辨是非曲直和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

抗战创造了有利的精神条件，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

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２．３　艰苦奋斗教育
中国特殊的革命斗争环境，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很强大，中心城市长期被他们

占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城市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革命力量只能在经济文化较为落

后的偏远地点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中国革命在当时只

能以这些落后的偏远地方为依托，成立革命根据地，在与

敌人军事进攻的反复较量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６］。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和独特的革命道

路，必然要求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精

神，不然中国革命就无法取得成功。１９３９年５月，毛泽东
告诫全党：“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

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

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

来。”抗战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表现，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泥湾精神。

２．４　实践教育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寇的野蛮“扫荡”，国民

党的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遭遇极

大的财政经济困难，因此，党中央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劳

动，如开挖窑洞建校舍，筑路平操场，开垦荒地种粮种菜，

饲养禽畜，开办手工作坊自制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此，不

仅克服了物质困难，而且改造了人们的主观世界。许多

人，过去是只知“笔耕”的书生或知识分子，通过参加生产

劳动，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历史创

造者［７］。

３　教育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时期的一切

工作的生命线。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困境以及人民长时

间处于半殖半封的社会，长期受到落后思想的束缚和禁

锢，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先进理论———马克思主

义理论，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情，运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剔除

那些陈旧的顽固的落后思想，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

战线，帮助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

地位，对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军事运动无法替代的重要

作用。同时在这个时期，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水平上升到了一个高层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大

党员干部、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

育，不仅全面性地提高了理论基础同时为抗战的胜利奠

定了思想基础。当今世纪之交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伟大

的变革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必

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应该吸取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实践经验为现实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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