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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永放光芒 

——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120年前，马克思长眠于伦敦海格特公墓。至今，马克思的英名由于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不
朽，由于他的学说的与时俱进而永存。  

   

马克思主义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经过殚精竭虑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和亲自领导无产阶
级斗争实践，在他1883年逝世时已攀登到当时人类对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高
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马克思是“当代
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科学巨匠”。  

  马克思并非高官政要，也并非亿万富翁。他一生穷困，连爱子夭折都无钱安葬。就是这样一个
人，他逝世时惊动了整个欧洲，不少报刊发表评论和文章对他表示敬意，不少工人组织对他表示哀
悼。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在英国，马克思名列公选的千年伟人之首。在人类历史上为穷
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惟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同情的抚慰，而是
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是用真理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
界的。这个真理就是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是19世纪4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且在英国有
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整个西欧来说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马克思虽然生活于自由资本主
义阶段，但他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探讨。正是这些规律性的
认识，使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历史条件所带来的局限。  

  其实，真正的理论认识与现实并非亦步亦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
社会的矛盾已经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和研究。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的空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
潮，已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人类解放问题作过比
较深刻的思考，但由于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处于分离状态，没有科学的经济学观点和科学
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未能跨出空想阶段。如何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
义思想相结合的高度，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并从中引出
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是摆在新理论创造者面前的任务。马克思
突破了以往思想家们的理论局限，扩大了思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理论领域和视界。马克思
吸收了前人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
成果，并在此基础创立了一个科学体系，用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这种理
论创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创立的。为什么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根本
之点在于，它所研究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
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某一阶段。因此，它的结论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具
有规律性的结论。  

  正因为马克思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目的从事理论创造，因而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要
求，它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表层，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着力把握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是数学领域，都有独到
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
认识条件，可能会给马克思对材料的运用和理论视域带来某些限制，但从根本上说没有影响他对人
类社会和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探求。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中包含着它的发展规律
和发展的趋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光芒的一个最
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止境 

  马克思逝世后的12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根据自己的实践从各个不同方面创造性地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的肌体。  

  马克思从创立学说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极力反对把他们的思想教条化，
因而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也从不讳言自己的预测可能失误。人们总是在一定
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往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马克思某些论断的过时或预测的失效是完全
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规律。但是承认马克思个别论断的过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后者
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具体论断和个别结论，而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因而是
荒谬的。  

  理论的发展是辩证的。凡是追求永远不变的最终体系的理论，都会或迟或快“寿终正寝”。而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持了这一学说的科学
性和生命力。随着群众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为这个理
论肌体注入着生命活力。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
就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样板。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与它的创立者的思想理论之间既有继
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创造。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
到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会做马克思没有做过的事，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
这就是创新。毛泽东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
展的。”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
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
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一切以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以马克思的话作为衡量
是非的标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应该像当年毛泽东所提倡的那样学习马克思，超过马
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  

   
马克思主义前途光明 

  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与低潮交错的时
期。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打倒，也
不可能被打倒。不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创造性地发展，而且世界上不少马克思
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从苏东剧变的打击下重新集结，总结经验，探讨发展的前景和方式。巴黎曾召开
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时也召开过大规模的国际会议。
这些表明，世界并没有忘记马克思，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政治生活和思想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发展，而且世界上又出现了各种名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样的形
态。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其本身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风格迥异，要从它们的
政治倾向和社会历史环境来寻找统一的理论观点是徒劳的。但是苏东剧变后，它们的政治态度很值
得注意，他们中的不少人采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说成是马克
思主义的失败。因而，我们对各种不同旗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此外，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甚为活跃。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
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中消极方面抗议的理论表现。它在批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过程
中，往往援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接近。当然，
后现代主义虽然对马克思表示某种亲近和敬意，但它们的根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但后现
代主义的这种表现表明，在当代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不可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  

  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总体上还是处于低潮，但这种情况是前进中的曲折。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世界性交往。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性和占
有私人性的矛盾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变为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的矛盾，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
矛盾，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富国与穷国的矛盾。这更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有利于世界人民对新的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和向往。  

  在当今世界，尽管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潮，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已向世界表明，社
会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真正能给世界人民解放以精神支持和理论指导的科学学
说。但这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过程；经过长期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教育的过程；
需要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各自重新集结和壮大；需要群众革命意识的重新觉醒；更需要各
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执笔：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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