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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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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优

秀的通俗理论读物。其中艾思奇及其所撰写的《大众哲学》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艾思奇同志

是云南省腾冲县人，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先行者，被誉为“人民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他的《大众哲

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我国率先开辟了哲学通俗化、

大众化的道路，对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大众哲学》所体

现的开拓创新精神，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探索理论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艾思奇《大众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1. 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 

  《大众哲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使

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

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中

国共产党代表和反映民族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

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镇压革命、镇压人民。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广大

青年失业、失学，生活困苦，思想苦闷，他们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艾思奇同志写作了一系列文章，从1934年11月起，在上海《读书生

活》半月刊上连载24期，1935年以《哲学讲话》为名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哲学讲话》出至

第3版，遭国民党书报审查机关查禁。1936年出第4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成

为畅销书。《大众哲学》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浅出的笔法，贴近大

众的语言，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深奥的哲理，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大众哲学》是马克思

哲学发展史上的创举，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也为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大众哲学》产生于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

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大众哲学》从一产生就是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

在一起的。《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它

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少在黑暗中徘徊、摸

索的青年，正是读了它，才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不少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启发和

影响下，奔向抗日前线。《大众哲学》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



千上万的青年踏上革命道路。闻一多、朱自清等著名学者，都曾认真读过《大众哲学》，从中

寻求真理，寻求自己的人生之路。蒋介石曾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

主义的防线”！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毛泽东十分喜爱《大众哲

学》，称赞它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并将《大众哲学》的优秀成果，融进了他的

伟大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 首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性到具体化、由学术性到通俗化、

由少数领袖人物的理念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过

程。《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本质内容的大众化。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不

是虚无缥缈的学问”，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从而把哲学由玄妙的殿堂引入

实际生活，使哲学和人民群众接近，使人民群众知道日常生活中就有哲学，这在20世纪30年

代，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 

  二是读者的大众化。这本为大众写的《大众哲学》，在大众中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

中国成立前《大众哲学》就印行了32版，供不应求。1979年又印行了35万册，仍旧一售而空。

可以说，《大众哲学》是通俗哲学著作中再版次数最多的著作。艾思奇在谈到《大众哲学》时

说过，“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

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珍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而是一块干烧

的大饼。” 

  三是写法的通俗化。《大众哲学》用生动的笔调，浅显的例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

一个基本命题做了解释。它没有用艰深的语言，把读者吓跑，而是使他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是

大众学得懂的，在思想上能给自己许多启发的。例如在讲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时，用“无风

不起浪”的通俗事例，来论述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用“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来论述质与量相

互转化的规律；用“岳飞是怎样死的”来论述对立统一的规律。《大众哲学》通过这些实际的

事例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特别是和当时的政治生活结合起来，可以说给当时的进步青年带来

了一次思想上的跃进。 

  四是语言的形象化。《大众哲学》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从每篇的题目到内容的

表述，都十分注意通俗化。像“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牛角尖旅行记”、“卓别林和希

特勒”、“天晓得”、“笑里藏刀”、“七十二变”等小标题，就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把深

刻的哲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用群众的语言表现出来，从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

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 

  二、以艾思奇同志为榜样，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来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重大命题进行了科学阐述，提出了

明确要求。我们应该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学习掌握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用更宽的视野来把握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地位和作用，用更高的要求对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任务，为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1.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理论能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关键在于理论与群众联系的紧密程度。在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扎实开展理论宣传教育，扩大理论教育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当前，特别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渴望发展这一最大关注点，努力用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帮助干部群众认清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解疑释惑。要通过文艺演出、知识竞

赛、新闻小品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来宣传讲解理论，不仅让群众喜欢听，还

要听得懂。还要通过调动“土专家”、乡土人才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到理

论宣传普及中来。 

  2. 以教育党员为重点，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员干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坚力量，在实践中，要始终以教育党员为重点，扎

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是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阵地，采取举办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上党

课、理论宣讲、理论考试、举办形势政策报告会等方式，广泛开展理论学习和宣传，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二是坚持不懈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三是广泛开展各项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四是运用举行报告会、编写理论

读物、开办宣传栏、树立先进典型等方法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 

  3. 以推动工作为目的，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我们要学习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国家兴亡、民族

前途、人民疾苦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和解决好

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是要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

和重大意义，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

是要把方针政策宣传与解决群众关心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

等问题结合起来。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是大众的理论，是为大众服务的。三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人民群众中。 

  当前，腾冲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县委县政府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独特的资源优势

和区位优势，积极对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争当”，即：争当保山经济

社会发展的龙头，争当云南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排头兵；坚持走“生态立县、

农业稳县、工业强县、开放活县、文化名县、旅游兴县”之路；全面实施“323”战略，即：抓

实不断增加人的可支配收入、改善人的居住质量和环境、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三项重点工

作”，抓牢招商引资提速、旅游文化提质“两个关键性工程”，加快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新

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三化进程”；确定了乡村发展战略，围绕“三句话”（做优产业、做

大城镇、做强组织）和“五句话”（做活产业、做优环境、做强组织、展示特色、构建和

谐），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县上下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作者：中共云南省腾冲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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