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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马克思学论坛”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鲁克俭 

2008-03-18

 

2008年2月29日，第五届“马克思学论坛”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委党校、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文本结

构、基本思想及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研究员首先作了“《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解读及其当代意义”的报告，对《共产党

宣言》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对《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解读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

合起来，要从“革命理论”角度解读转到从“建设理论”角度解读。杨金海还进一步根据这一解读方法并结合当前

中国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对《共产党宣言》所蕴涵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如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自组织

系统，社会发展的纵向规律（社会形态）、横向规律（全球化）以及总体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阶级斗

争）以及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和发展阶段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和

阐发。 

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和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李惠斌研究员分别对报告人的报告进行了点

评。丰子义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后，时代的性质、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发

生根本性变化，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其当代价值。而《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不是自然呈现出来

的，需要我们挖掘，包括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新的理解和把握，对存在于文本中过去没有被重视的思想应重新加以研

究，对基本原理应作新的诠释。李惠斌重点谈了他对《共产党宣言》中重建个人所有权思想的理解。李惠斌指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用一半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其要旨与后来《资本论》中的说法完全一致，即共产

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

是要消灭一般的所有制（也可译为财产权），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权。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强调，《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仓促写成的，我们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应

分两部分，一是对原始文本的把握和阐释，同时将其传播史的具体途径和机制揭示出来。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

义研究所鲁克俭研究员指出，1995年库钦斯基根据新发现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2月29日的会议记录，得出了

《共产党宣言》印刷时间最早在3月1日的新结论；而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过分强调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中只是编辑者的角色，而忽视了《共产党宣言》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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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安启念教授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结论的科学性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讲

的道理，而《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宣言》是对的。作为社会发展

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距离我们这样近，共产主义因素正在我们身边长出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冯景源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关系是同一个大概念即唯物史观中的联系，《共产党宣言》

的意义不在于人的解放的目标的提出，而在于使唯物史观以政治宣言的形式问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共产

党宣言》的问世，问世之前马克思主义是书斋中的产物，而《共产党宣言》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工

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就《共产党宣言》是仓促之作抑或经长期酝酿的经典之作问

题提出了十个命题；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应分为四个层次即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实践观，以经济基础

论为内容的唯物史观，以交往观为起点的世界史观，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观；在《共产党宣

言》的作者身份上主张共创论和马克思主创论；《共产党宣言》中既有“活东西”，也有“死东西”。北京大学哲

学系杨学功副教授指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加以更新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

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成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讲得很好，狭义的文本研究可以将最后一个讲清

楚，而前三个对狭义的文本研究来说是无法承担的。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副教授指出，私有制包括劳动和私有制

相统一和相分离两种情况。最早提出个体私有的是普鲁东，马克思对两种私有制最严格的区分是在《1857—1858年

手稿》之后。现在我们谈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时，必须首先区分它与普鲁东个体私有的区别。清华大学

哲学系王峰明副教授强调，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资本论》中论述得非常清楚，而《共产党宣言》中

“两个必然”最鲜明的论证是在《资本论》中，因此研究《共产党宣言》不能抛开马克思后期的思想特别是《资本

论》。北京市委党校袁吉富副教授认为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共产党宣言》的结构，一是它的逻辑结构，另一个是

它的实际结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广义的，后来在运用中（如毛泽东）将其与生产实践相并列，并不符合马克思

的原意；应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成阶级交往学说。中国政法大学张秀琴副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意

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这决定了它对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给予强烈的关照，表现为理论、制度和实践的统一，而马克

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体系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师臧峰宇博士认为，从《共产党宣

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十分必要，而几乎没有其他文本比《共产党宣言》更能说明两者的观点在总

体上是一致的。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张文成强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主义早就把《共产党宣言》中

“每个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作为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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