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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
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改革
开放30周年之际，对这项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对其发展的趋势进行展望和把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认识，进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马马马马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义经义经义经义经典著作文本典著作文本典著作文本典著作文本编译编译编译编译和和和和研研研研究究究究进进进进展展展展显显显显著著著著  

  从历史看，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
前的部分著作翻译和研究阶段；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系统翻译和研究阶段；三是自
1978年改革开放迄今的重新翻译和深入研究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编译和文本研究也进入繁荣活跃的新时期，取
得了显著进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全面推进。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于1985年出齐之后，1986年7月中央批准翻译出版第二版。第二版从1995年
起陆续问世，到2007年底已出版20卷，计划到本世纪20年代出齐，共60到7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
一版39卷于上世纪60年代初出齐之后，1982年5月中央批准翻译出版第二版，第二版到1990年12月出
齐共60卷。此后，又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2卷，已于2001年出版第一卷。
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列宁选集》（4卷），均于1995年出版；
陆续编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央编译局在这项工程中承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任
务。为适应读者需要，中央编译局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
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同时编辑《列宁专题文集》（5卷）。目前，这项工作即将
完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不断深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进行了研究介绍；对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中文和外文版本进行了研究，如
对《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进行了梳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研究介绍；中央编译
局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
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作了译介和研究。一些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种模
式：一是“以恩解马”，即19世纪后期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二是“以苏解马”，即20世纪上
半叶苏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三是“以西解马”，即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读；四是“以我解马”，即20世纪后期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我国学者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文本的解读；五是“以马解马”，即今天大家比较认同的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为根
据，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解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认识到，要做到“以马解马”，应在这样一
些方面下功夫：一是认真研究马恩的文本，包括中文文本和原文本；二是弄清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概
念的字面含义和独特语境；三是既研究“小语境”即所研究概念的前后文关系，又研究“大语境”，
即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等；四是联系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
研究；五是探索文本研究的总体模式，借鉴中外考据学、解释学、“马克思学”等研究方法，建立我
国科学的“马克思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六是理顺文本研究与其他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与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等。  

  马马马马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义经义经义经义经典著作基本典著作基本典著作基本典著作基本观观观观点点点点研研研研究成果究成果究成果究成果丰丰丰丰硕硕硕硕 

  30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
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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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论述进行研究。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理论界围绕
经典作家有关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观点发表了不少成果。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
理论——马列著作专题读本》、《解放思想史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读本》等；有代表性的文
章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在实
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等。 

  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著作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
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还
需要很长时间，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此来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
略；提出在有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要争取利用普选权取得政权。 

  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研
究的著作、笔记进行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理解，特别是认识到在东方落后
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尽快掌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和交换体系
等。 

  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马恩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虽然他们
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历史”等概念，但这方面的思想是丰富的。有学者通
过研究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全球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说过去的“五形态”说、
“三形态”说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规律，那么“全球化”规律就是“共时性”的横向发展规律。 

  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马恩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但过去研究不够。近年来，特别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大家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有关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进行了
深入研究，加深了对人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 

  注重对经典作家政治文明和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研究。对列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
革、反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
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
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央编译局牵头承担了这项任务，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0多人。这项任务包括18个子课题，基
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目前，各个课题组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最终将编写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丛书》以及一批有关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和参考文献。  

  马马马马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克思主义经义经义经义经典著作典著作典著作典著作研研研研究的未究的未究的未究的未来来来来发发发发展展展展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从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工作将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继续推进。今明两年，由中央编译局精心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将陆续问世。随着这两部文集编译工作的完成，《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出版步伐将加快。同时，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将面世。这将大大
促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全面展开。目前，文本研究特别是原文本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随着MEGA2版新文献以及相关资料的不断引进和我国新一代学者国际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广泛的文
本研究（包括中文文本、原文本以及各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将展开。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领域将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等出现新
的气象。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研究深入拓展。首先，在什么是基本观点的问题上将进一步取得
共识。过去一般以传统教材中的观点为基本观点，今天大家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凡是经典作家针对重
要问题作出的重要论断，都应当看作基本观点；对过去确定的基本观点要研究，对过去忽视而今天对
我们特别具有意义的基本观点更要深入研究。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将进一步转变。由于历史
原因，过去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革命”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与革命有关的问题研究较
多，对其他问题研究较少。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应当更多地从“建
设”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研究经典著作中有关“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这样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研究才能
指导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将深入展开。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如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大规律”的思想能不能
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等等。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将较好地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四个分清”等问题，
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持。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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