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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所作的《领导干部要

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讲话中，深刻

地阐明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的历史性任务。这个讲话将会对

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生深远的影响。在讲话中，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尤其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今

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在错综复杂的

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地

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

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把我们领导干部为什么要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十分透辟。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所建

树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以洗练的理论形态凝结于

哲学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时代的最高真

理，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了它那时代的实践经验，汲取

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是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社会

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

观，《共产党宣言》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其基本原理

作了更深入地阐发和运用，经过欧洲革命风暴的检

验，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主义历

史观得到十分精辟的经典性表述。同时，马克思指

出，这是“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可
见，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写作《资本论》是在他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

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

著作，通篇都贯串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正如列宁所

说，《资本论》也是一部大写的“逻辑”。[2] 同样，正

是因为列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了大量哲学问

■靳辉明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提高理论思维

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为理

论之源的。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新研究中，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原则、对理

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在以下六个

方面的结合上，有了新的体会和新的进展：一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经济社会关系发展之间

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与国

别特色性之间的关系；三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性变化与历史性趋势之间的关系；四是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基本原理中社会制度的特殊规定与社会化大生产

一般规定之间的关系；五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

科学预测与社会主义现实发展之间的关系；六是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最近，《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出版，既是党中央实施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自上

个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出版

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的标志性

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新的历程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52页；第592页。

[4]《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

页。

（作者为教育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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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

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等哲学著作，才以此为

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等鸿篇巨著，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研究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了《矛盾论》和《实

践论》等哲学名著，用其中所阐发的科学世界观和方

法论，分析、研究当时中国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思

想文化、战争规律，以及国际形势，写出了《论持久

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科学地阐明了当时中

国社会的性质、阶级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

略问题，确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夺取了政

权，建立了新中国。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

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装，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从

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取得

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

深入认识人类历史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当今

的时代，从总的趋势来讲，仍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着更高社

会形态转变的历史时期，和平发展只是其阶段性特

征。就是在和平时期，局部的战争也从没有间断过。

从社会主义发展形势来看，苏东社会主义剧变以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强社弱的局面还会持

续比较长的时间，要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把握历

史发展的大趋势，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必须要有科学

世界观为指导。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封建社会代替

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

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

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

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

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

的方向发展”。[3]这些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发展规

律和当今世界形势的分析，可谓是高屋建瓴，为我们

研究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增强了对社会主

义的必胜信心。

当前，我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机遇

与挑战并存，胜利与挫折同在。就国际形势而言，我

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面临

着“西化”和“分化”、“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

的威胁。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既共存，又竞争，只能

在对立统一中来谋取我们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唯物辩证

法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

略，才能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就国内而言，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当前历史时

期的特点，是在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我们

实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使我国在

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方面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必须解决的新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在更高层次上如何科学地

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如何正

确认识我们的远大理想与当前任务的有机结合，并把

它很好地体现在我们的现实政策中；如何从理论上正

确认识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地处理和把握

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关系，我们搞市

场经济近二十年了，有经验也有不足，是应该从理论

上反思、总结和完善的时候了。可以说，这些问题都

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审视。就当前的现实情

况而言，一方面，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

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量还远逊于经济发达国

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许多问

题和矛盾，有的问题还是十分严重的。这就需要我们

正确地看待我们的成绩和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矛盾。比如，如何认识和处理现象

与本质、长远与当前、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生

产与分配、发展与资源环境，以及在对外开放和参与

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独立自主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等

关系问题。正确认识和解决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就

需要有很高的哲学智慧。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

辩证法的观点，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

盾，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哲学

是让人们变得聪明的学问，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

是从事实际工作，有没有哲学素养，是大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陈云同志所说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才能正确地反思和总结过去，冷静地观察和

改造现实，科学地预测和创造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论苑马克思主义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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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

重要命题。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又强调理论学习要重

点学经典、学立场、学方法，强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从毛泽东的

“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

本范式。

一、深刻领会“中国化”的意义

“民族化”的哲学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它既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也是一切科学理论和

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上世纪30年代，当毛泽东和艾

思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

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

范式的区分。

“中国化”的哲学根据有三：第一，理论与实践的

异质性，决定了理论必须具体化。理论的任务是把握

普遍，实践的任务是处理个别。在抽象的理论与具体

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环节，“本土化”的过程

就是找到两者的“中介”，搭建从理想到现实的桥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就完成了这样的使

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就是

社会主义理想不断现实化的过程。第二，科学理论总

是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理与事的统一。毛泽东讲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不是抽象

的，都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体的普遍，是具体历

史条件的产物。党内的教条主义不懂得苏联经验是共

性和个性的统一，把苏联经验普遍化、神圣化，盲目

“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毛泽东语），危

把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同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结 合 起 来

■李景源

马克思主义论苑马克思主义论苑

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不仅是要批判客观对象，

而且也要进行自我批判，通过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

教训，通过从经验中学习，才能使我们自己得到不断

提高和进步。

最后，从根本上讲，学习哲学是提高民族素质的

最重要途径。哲学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个民族进步

的程度，很难设想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能够跨

入世界先进的行列。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

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4]要振兴中华，锐意进取，就必须提高民族的精

神素质，而要提高民族的精神素质，关键在于提高民

族的理论思维，用最先进的哲学思想陶冶我们的民族

精神，荡涤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形形色色的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观念。

就我国当前现实而言，急需提高人的素质，我国

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了，但人的素质提高缓慢，可以说

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当前社

会上出现的一些愚昧、丑陋、非人道现象，以及诈

骗、弄假等极端损人利己的行为，从根本上说，都是

人的素质低下的集中表现，是我们民族素质的缺陷。

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经济发展，同时

也急需提高人的素质和民族的理论思维，而主要途径

是通过教育，通过学习哲学，除此没有别的手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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