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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综述
杨　未�王文天�李志辉
（贵州财经学院�贵州　贵阳550004）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8-0095-02
　　2010年4月10—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贵州财
经学院共同主办的“遵义会议七十五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第四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在贵州贵阳召
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厅长孔令中�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7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围绕“遵义会
议七十五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研
讨�现将论坛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遵义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程恩富教授认为�遵义会
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曲折走向胜利�从艰辛探索走
向逐步成熟的历史关节点。

陈厚义教授等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
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与
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
克思主义�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规
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遵义会议纪念馆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先进文化价

值�就如何加强对其的开发利用�李康平教授以井冈山地
区的红色资源为例阐述了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红
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根据区域的优势特色采用点线面

结合的方法�以江西为例�江西有四个点带有本源性意义�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
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围

绕四个点作了三条线�第一是革命道路�也就是中国革命
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接关系；第二是红色文化�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结合；第三是革命精神�把红色
革命精神与改革开放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面就是把井冈
山区域与整个江西省的红色资源开发�辐射到吉安、景德
镇�特别是瑞金、赣州�对红色资源进行整合、挖掘和保护。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原则
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递

进台阶�一是学习与坚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
提�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结合与转化�即在坚持学习
的基础上�把它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在结合过程中实现
理论风格的空间转化�理论应用的时间转化；三是突破与
创新�即在结合运用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
不断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概念论断、对策思路等�形成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

赵铁锁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从外到内
的吸收与创新过程�我们党在历史上探索的三条道路即农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三条
道路中形成的两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很好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要
着眼于中国国情�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把这
些规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地加以阐述�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这样一
个内涵的阐述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相结合的解读模式�
一种是汉化式的解读模式�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
来说都是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生碰
撞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新的文化。不管是“汉化论”还
是“结合论”�这两种观点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国外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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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
王来法教授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应该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

关系�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借鉴
和吸收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合理的因素�丰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关系

　　程恩富教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马克思主义

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就是要注重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要研究民族的现
实需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
民族的特色风格。第二�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回答和解决
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把
握时代问题和认清实情。第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中�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转化为群众所接
受的�要走大众化的道路。

金海和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大众
化是包含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
应用到当下�来回答时代课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一个时代化的问题；其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让大众接受�要用民族的形式和语言
表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含了大众化的意思。

谭劲松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重点就
是实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分层次、有重点地推
进。大众化分为四个层次�对四个层次有不同要求：第一
是党员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
定者�又是处在各级领导岗位�他们的一言一行在社会生
活中具有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决定全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影响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任度和认同度�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和进程。
因此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提高党的领导干部
的理论水平。第二是党员�只有全体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
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自觉践行�马克思主
义才能真正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第三是青年大学生�青
年大学生正处在成长和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们思想活跃�
可塑性强�青年大学生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青年
学生。这既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青年
学生自身健康成长所必需的。第四是广大群众�广大人民

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由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和身处基层
的特点�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广大工农群众来
讲�主要是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教育�引导他
们拥护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赵铁锁教授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应该

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从少数精英走向了广大群众�即马克思主义理
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被人民大众理解掌握；二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眼于民情�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运用与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同时是检验与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理论
运用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金民卿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工作者
必须把自己所掌握的理论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实
现社会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后通过社会大众的实践实
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飞跃�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
论向社会大众集体意志飞跃的同时�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
义由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这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直接目标是把马克思主义
传播到人民群众的思想当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民
群众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社会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就
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纠正群众的错误思想观念�
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实践
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大众的实践中发
挥其改造世界的目的并通过实践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

陈金龙教授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有着内在关系：第一�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一是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社会氛围；二是民族主义强化民
族自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心理基础；三是民族主
义促进中国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主体
条件；四是民族主义强化民族本位意识�催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念。第二�民族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思想底蕴�而且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参
照、思想素材与思想资源。一是反帝目标的确立与反帝任
务的完成�既是民族主义的延伸�也是民族主义力量的彰
显；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
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中国模式、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方
式转变、科学发展、民营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新农村建设、
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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