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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一些应该认

------------------------------------------------------------------------------------------------

胡振良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博士生

  一、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性或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政治意义上的，也有理论意义上的。从理论
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理论基础上，科学地回答和解决现实提出的各种
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
义，也有一个“彻底”的问题。“彻底”的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地、发展地认识事物，要客观地、辩证地认识我们社会，以解决现实
的理论是不是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
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
当代中国的最好的坚持，因此，能够“说服人”。而在我们的实践中，
加以回答，因此，我们的理论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
的彻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当然，从另一层面上，所谓“彻
群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要“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而不能
如，不能讲社会主义公正，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成了罗尔斯主
本质的讨论；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时，却完全不用马克思及其阶级
论）。现在有一些情况的确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名曰“马克思主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包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概念、
的话语“霸权”，而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一些理论，既不能真正揭示事物的本
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方法论，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抓住事物的根本；放弃这个有力武器，我
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
坚持不坚持用这一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去分析事物、解决问题。如果不愿、不
坚持马克思主义，何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一致性、解释
待人们不对马克思主义、从而对我们的事业和信念产生动摇和怀疑？！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任务，我以为，应当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
主义的科学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回答我们前进中的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如果我
住了事物的根本”，就能掌握群众。如果人们，尤其是青年，在系统
和方法说明今天的一、两个实际问题，那么，他们就能有所发现，有所
们的理想和事业充满信心。 
   
  总之，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是要切实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
大的认识工具去科学地揭示事物本质，解决问题，而不能简单地重复
   
  二、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或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为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我以为，所
含义，即联系实际和与时俱进。“联系实际”就是要考量现实的“具体
进”则是要注意现实的“变化发展的特点”，由过去到今天，以至未
   
  关于“联系实际”，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有一段
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
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
相联系。”这里讲到三层意思：要有科学理论、要在理论指导下科学
识。这段话讲清了“联系实际”的科学内涵。但我们看到，在联系实际
关系，有一个狭义的“包容”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一
物，尤其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种比较高层的
方的一些理论是以研究比较具体问题、比较现象的联系为任务的所谓
但更多的是比较实证性的分析。应当看到，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理
列中间环节的，如果不是作为一般意识形态，而作为具体的分析方法，要具体
提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可操作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我们是可以也
学、经济学等理论内容和方法。当然，这里要坚持有主有次，要讲“
为我所用，这样，就架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马克思主
较有实效，管用。 
   
  关于“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建党80周年讲话中强调
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中国
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
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其中，还有一



的积极成果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
学的结晶。历史上如此，现实中也应如此，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不
展。然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对吸收、借鉴、运用和概括当代科学与
着某种“滞后”，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不适应现实的要求。如果不能做好
于时代，就不能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可做、能做。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注意把“吸收借鉴”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统地研究、科学地思考、具体地批评、认真地借鉴。 
   
  三、马克思主义解释性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一些人不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理
的反差，理论不能说明现实。 
   
  论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些人本身在认识上出现了问题
立、静止；还有两个更应关注的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问题，即理论
际，理论已经落后实际，理论需要创新发展；二是实践存在问题，即
做”，或“说这做那”，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不能得到落实。因此，可以
创新和有效的工作实绩。 
   
  就理论而言，必须看到：一方面，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
进，理论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
阶段性特征，即“四个转变”和“两个前所未有”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最新成果具有很
地指导了实践。 
   
  但另一方面，实践无止境，理论也无止境，随着实践的发展，在
解决，有些观念或者是由于停滞或者是不反映现实，结果是与实际打架，使我
失语，或无解释力等等。如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对“剥削现
本、投资回报以外部分性质的认定，对我国自上而下地发展市场经济
会的阶层结构和工人阶级的地位，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在进一步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不破不立”，“
我们只有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的与时俱进，有了创新理论
在这一些方面，理论工作还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倍、加速地努力。 
   
  就实践而言，必须看到，它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马克思主
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及社会主义产生、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
伟大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建设
定性、权威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她还是在中国
民的伟大事业。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要求“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
社会主义还需要创造，社会主义还要重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
验、由党领导下的亿万人民的实践来实现。 
   
  四、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科学还是价值 
   
  科学，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价值，一般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
观念，答案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
   
  但前些年，在有关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
的科学”的问题，认为“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之间也明显地存在
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上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
义科学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而抽去特定的价
会实践性，从而失去其社会功能，并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
取向是绝对的”（房宁1994年）。今日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来“一次再意
们且不论，但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引人思考的，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强
当地强调其价值或阶级性，而忽视其科学意义的教训，但作为其“矫
主义价值本质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在学习
场、观点和价值认同的问题，因此，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有一
题，而不认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个内在本质，是不可能坚持和实践
得很不够了。 
   
  当然，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内容及其重要性的时候，一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伦理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广义的科学社会
社会的预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有脱离生产力强调生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