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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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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联系起

来，不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落到实处的客观

要求，是使人民大众真信、真学、真用的前提。列宁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人们或许会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早期传播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

不断发展、创新，是一步步走来的，有必要提它的普及吗？谁不懂得马克思主义ABC啊。回答这个问

题，要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不

断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也有对马列经典误读之处，同时，经典作家的思想也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其原有思想中不适合今天实践之处，也要依据实践而发展它。在不少大众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难免

还有原来误读的痕迹，这是需要当代“新普及”工作要做的。 

  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人们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多元文化以及

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即使是在党员、领导干部中，不信马列信

鬼神的也不乏其人。有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群的超自然信仰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星

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这一方面源于青少年对宗教和神灵世界的好奇，但更主要的是来自精

神追求的空虚和迷茫。如此种种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的挑战，在广

大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人们的头脑显

得非常重要。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不应把

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理论工作者、大学生等狭小的圈子，而要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

生活、社会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信仰，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

的指南。而要做到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大众化工作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赢得了许多人，起到了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效果，

特别是对于把那些青年人引向革命之路，引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影响。而现在马克思主义普及

读物在偌大的读物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相反，解《论语》、评《三国演义》倒是搞得热火

朝天。在此，我们不是有意贬低这些视、听、读物，因为这也是大众的多样文化需求，我们倒是应该

和这些把“古典”讲的有了那么多读者、听众“粉丝”的学者进行切磋。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读物少，试

想又有多少专家、学者愿意做这些普及工作呢？要写好一本深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是非常不

易的，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谈群众关心的问题，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

生动的语言讲出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会越来越牢

固。(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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