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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rontier evolution and hotspots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knowledge map i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673 articles 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hotspots of Marxism in China are mainly It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Mao Ze-
dong Thought”, “Marxism Popularization”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2) The frontier evolu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mainly includes three major stages: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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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采用知识图谱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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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673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毛泽东

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理论”三大方面；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演进主要包括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三个主要阶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可视化图谱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广大人

民群众理解和掌握这一“物质力量”，从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武器”。但以往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前沿与热点的探寻，大多基于传统文献分析方法的归纳和总结，难以完整把握文献资料中

隐藏的结构与线索，无法对后续研究的纵深推进提供有力的支撑。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

借助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对文献变化趋势、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及原创作者共被引等不同维度

进行可视化统计分析，试图以清晰的“图谱”呈现出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总体样貌与发展趋

势，以期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formation)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但为确保文献分析的科学性，还采集了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对比论证。CSSCI 数据库的数

据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2 日。因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于 1998 年上半年被列入南京大学重大

项目，因此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8~2019 年。数据采集的限定条件为“主题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

检索共得到 1513 条数据，再选择学科类别为“马克思主义”、数据类型为“论文”进行精炼检索，筛选

得到 673 条有效数据。CNKI 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2 日。选择 CNKI 期刊高级检索，数

据采集限定条件为“主题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分类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I 辑”

和“社会科学 II 辑”三项，来源类别选择 CSSCI，数据时间跨度仍为 1998~2019 年。检索得到 6749 条

结果。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可视化图谱分析的方法对文献数据进行对比研究。CSSCI 数据库来源数据使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进行分析。通过将所采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能够更加直观地将大量数据中隐含的“结构、

规律和分布情况”以“科学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出来。CNKI 数据库来源数据使用数据库自带“计量可

视化分析”功能，该功能能够将所选择数据进行统计，并以统计图或统计表的方式直观地展示出来。主

要包括数据的总体趋势、关键词、作者、机构、期刊等分布情况。除此之外，还能以关系网络图的方式

呈现出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够直观明了地展示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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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一) 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献概况 
通过 CNKI 数据库自带的“计量可视化”功能，我们得出 1998~2018 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

主题的论文发表趋势图(见图 1)。从图中可以看出，从 1998~2005 年，年发表论文量呈缓慢上升趋势，从

2006 年到 2008 年发文量急剧攀升，从 2008~2011 年增长趋势平稳，2011 年达到峰值，年发文量达到 758
篇。从 2011 年开始年发文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直到 2015 年又开始逐渐上升。 
 

 
Figure 1. Annual Trend of Paper Publication 
图 1. 论文发表年度趋势 
 

从发文机构统计图(见图 2)来看，发文量位居前十的机构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306 篇)、武汉大学(264
篇)、中共中央党校(247 篇)、北京大学(184 篇)、东北师范大学(158 篇)、南开大学(113 篇)、南京大学(107
篇)、陕西师范大学(107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98 篇)、复旦大学(97 篇)。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 issuing agencies 
图 2. 发文机构分布 
 

从发文作者统计图(见图 3)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总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核心作者”分别

为石仲泉(34 篇)、汪信砚(31 篇)、田克勤(28 篇)、郑德荣(21 篇)、郭建宇(21 篇)。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点分析 
我们以来自 CSSCI 的 673 文献中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通过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呈现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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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次图谱(见图 4)。为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可靠性、权威性，我们还对来自 CNKI 的 6749 篇文献数据

进行了计量可视化分析(见图 5)，通过对比发现，虽然数据来源不同，但是关键词出现频次比大致相当。

排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复性关键词，我们不难得出，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共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大众化”“邓小平理论”等。因此，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毛泽东思想”；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 “邓

小平理论”。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图 3. 发文作者分布 
 

 
Figure 4. CiteSpace keyword analysis map 
图 4. CiteSpace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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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NKI keyword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图 5. CNKI 关键词计量可视化 
 

1)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依然存在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认识上的模糊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的初期，在

党内就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有中国化的必要，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算走上正确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奠基性的理论成果”[1]。这一认识是以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基础产生

的。但其实在同年 4 月，艾思奇就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一部

分学者也认为，虽然在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只是

照搬照抄教条式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革命斗争，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直到在党

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明确要求我们要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

学命题”[2]。但是很多人知道，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一开始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可是后来换了一个说法，叫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和前

苏联的关系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由艾思奇正式提出，并由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上得以明确。 
其次，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历史贡献。延安时期，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

对马列著作进行学习，并结合国内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对抗战情况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主

要著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

战》等重要著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

结合”。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阶段”[3]。有学者认为，“延安时

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毛泽

东思想，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

建设问题的逻辑延伸及其现实推广的历史过程”[4]。也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清算教条主义

的非马克思主义观中经历了多次思想交锋，并科学回答了‘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基础”[5]。 
还有就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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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中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当代不断

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走向新境界提供了重要的经

验借鉴”[6]。有学者认为，“由毛泽东开创并不断推向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成功经验，对于中

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7]。还有学者认

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发展史上的卓越代表。这为

新时代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力，从而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借鉴”[8]。可以

明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先河，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指导中国社会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问题。“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旨趣之所在，马克思主

义第一次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也明确说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但这一

人民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物质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极其重

要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大众化的功能，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内容和实现途径

三个方面”[9]。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两个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旨趣在于解放全

人类，因此在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具有“大众化”的属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是为大众准备

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情地、深刻地从理论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最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途径就是发动联合起来的劳苦大众、无产阶级，他们掌握“物

质力量”后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

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二者之间既相关联又有区别，后者强调人民大众对知识

的接受、掌握与运用，这两个层面均体现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两个不同

方面”。而笔者认为，就范围而言，“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成的新的指导中国改革发展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中国”

范围之内的。而“大众化”在范围上，既可以是全世界的“大众化”，也可以是在中国的“大众化”。

因此在范围关系上来说，“大众化”是大于“中国化”的。但就从“中国化”的实践目的而言，首先“中

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存在的。故“大众化”首

先也在于中国的“大众化”。由此又产生了“中国化”与中国的“大众化”的先后关系问题。但我们不

难得出，“‘大众化’只有在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其实际意义”。因此，这两

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整个实践过程。 
三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大众化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根本动力，大众的文化自觉不是外化的抽象观念形态，而是内化的思想上的自主认知和行为上的

自觉践行”[10]。但是笔者认为，要做到“思想上的自主”和“行为上的自觉”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如今

“快餐式”学习颇为流行，因此充分利用好现今的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挖掘出人们的学习习惯。并加

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就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手段。例如“学习强国”平台就成功培养了一批人

在线学习的良好习惯。还有学者认为，“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实现当代中国社会

场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耦合，扩大接受马克思主义者接收教育的渠道，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使理论思想内化为人民大众实践的指导思想与行动准则”[11]。习近平也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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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从国家层面掀起这种“学马”、“研马”、“用马”的学习之风，也有利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不能少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而邓小平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 
我们党 90 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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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邓小平理论被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主要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

形势等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12]。 
 

 
Figure 6. Keyword timeline analysis map 
图 6. 关键词 timeline 分析图谱  

 

 
Figure 7. Timeline analysis of cited authors 
图 7. 被引作者 timeline 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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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演进分析 
通过使用 CiteSpace 对 CSSCIS 上 673 篇文献的共现关键词 timeline 分析，我们得到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共现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见图 6)。从图中可以看出，共现关键词的时间线分布顺序与“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国家大政方针的提出时间顺序趋于一致。对高频 Cited Author (被引作者)的 timeline
分析(见图 7)，同样可以看出，被引作者时间线顺序与相关国家政策的出台顺序趋于一致。此外，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被引作者时间线中最近的高频被引作者为习近平。由此可以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研究前沿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据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新中国

成立初期阶段；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代表的新时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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