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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一条既适合自身国情也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反映了

百年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为我们理解和掌握中国道路的形成背景、本质特征以及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认知论依据和方法

论基础。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和哲学命题，亟需我们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对其展开深入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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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people to open up a road that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which has profound phi-
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reflects the movement direction of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over 
the past centur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r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which provide important cognitive an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oad.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only all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hem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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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and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It is urgent for us to carry out in-depth 
analysis and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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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道路发展的根本原则，中国道路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息息相关。

中国道路的开创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中国道路的

开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掌握中国道路的哲学内涵，不仅能够强化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心，而且能够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1]  

2. 中国道路的形成：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必然性是由本质因素决

定、确定不移的联系以及唯一可能的发展趋势。偶然性是指在非本质因素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客观事

物发展的可能趋向。因此，偶然性、个体性、表面性事件也蕴含着必然性、整体性、本质性的特征，掌

握二者的辩证统一原理是理解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首先，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

造的。”[2]这就说明了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受到它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不能脱离那个

既定的条件和环境，只能通过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开辟革

命道路过程中，带领人民进行了一次次伟大的斗争，其结果表面上看似是一系列偶然性、个体性、表面

性的事件，实则却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在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合力论”中着重指出，历史的结果是由众多个体的意志之间的矛盾，

不同的力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人类不可能创造历史，但却能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意识活动来适应历史的

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个体都有其各自的目标并且彼此相互影响，这些目的能否实现就体现了

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放眼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党始终坚持将人民置于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带领

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进行一次次伟大的实践，这是在诸多偶然性中表现出来的最接近必然性的选

择。 
最后，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分析与阐述，能够发现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了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科学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作出正确的历史决策，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

社会不断前进。 

3. 中国道路的特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凡事物都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征。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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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揭示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相对和条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把马克思

的真理和世界各国的实际联系起来的哲学依据。在中国道路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既体现出了从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普遍性，同时又因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现实基础等不同条件而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因此，

二者的结合决定了中国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具有客观性的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过程中，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只有从普遍性出发，党和国家才能深刻总结世界历史上的经验

及规律，才能彰显中国道路的世界文明意蕴。当代中国道路的成功无疑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思想

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

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因此，中国道路的贡献意义在于，它为世界提供了

一种最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世界现代化困境提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也为其他民族和国

家提供了普遍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始终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

时代特征进一步创造运用。因此，理解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决不能脱离其民族独特性。列宁曾指

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

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

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这就表明，中国道路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规律，又要与中国

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成为一条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 
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既不能过分适应普遍性而忽略自身的特殊性，更不能一味地僵化。

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又能够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道路。中国道路的特征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及人民智慧的统一。 

4. 中国道路的发展：曲折性与光明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提出：任何新生事物发展的总趋势都是前进的，而道路却是迂回曲折的，整个过

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曲折统一。所谓前进性，就是事物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

所谓曲折性，是指事物上升的过程总是呈现出螺旋式或者是波浪式的。回望过去，中国道路是在经过艰

难的独立自主探索、深刻的反思总结历史经验、克服种种困难下开辟而成的，是曲折性与光明性相统一

的辩证发展过程。 
深入把握曲折性的规律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用孤立静止的角度看待事物。唯物辩证法认

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的一个辩证过程，呈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马克思

指出：“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批次练习着。” 
[5]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否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正是由于存在一个又一个的否定，才使

得事物的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曲折性。只有正确认识这一规律，才能使否定因素战胜肯定因素，从而推

动事物向前发展。就中国道路发展的整个历程而言，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由浅至深，这一实践过程并

非是一帆风顺的。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曲折性，正视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克服各类悲观消极情绪，

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必然”论断是坚信中国道路的光明性的内在哲学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正确方向，要求人们认识到中国道路的方向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中国道路的前途是具有远大光明

性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我们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

态，而使中国走上一条歪路或是邪路。社会主义在当代社会仍然保持着勃勃的生机，尽管道路曲折，但

是总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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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回顾中国近百年历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以及其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深刻影响和推

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

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综合到专门化的过程。而中国道路的不断发展又

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呈现出新时期的特点和研究内容，这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依

据时代的特征继续开拓新的视野、发展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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