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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空间寓所 

  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要形成中国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以中国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

人民大众理解、接受。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译为中文，更重要的是要用中国大众语言

（而不是学术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产

业工人数量极少、“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用中国的大众语言阐

释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大众认同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用当代中

国语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上，马克思主义要符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实践要符合中国国情。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

发展状况。超越中国的发展阶段，就会犯“左”的错误，落后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就会出现右的失误。

另一方面，要符合群众的素质状况，包括利益需求状况和思想觉悟状况。这一点，很多人至今还很困

惑。一些人总是觉得群众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的眼前私利；一些人则抱怨群众道德水准不高，与马克

思主义的要求差距太大。实践告诉我们，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领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

从群众的实际状况出发，有效说服群众，充分调动群众。马克思主义大道理好讲，但是，一旦离开了

现实群众基础，这些只能付诸空谈。所以，要化大道理为人民群众的“小”道理，将美好理想与人民群

众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 

  精神上，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选择。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不光统一了我党思想、凝聚了

民众力量，同时还动摇了敌人的信念。革命胜利后，我们成为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写入

宪法。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有国家法律保障、制度规范、政策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自然

巩固了；也不能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引导、宣传掌舵、舆论导引，马克思主义就自然能够统领

多元了。恰恰是由于我们过于注重国家、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很少研究群众的思想感受，没有深入

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看似离我们很近、实则距群众很远。马克思主义的生

命力不是出自权力垄断、制度控制、法规约束，而是来自对人民大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马

克思主义需要成为我们高举的旗帜，更要成为人民大众心中的旗帜。因此，要想方设法让马克思主

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使马克思主义成

为人民大众认同并普遍遵循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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