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原来几个大阶级以外。又出现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在他们之间。现在由于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 

很多，现在是矛盾活跃期和多发期。此外。生态环境遭到重大破坏等等，这样就提出了和谐社会 

的问题。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不只是过去前人讲的这个人与社会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要 

的就是要改变社会建设的滞后、发展很不协调局面。第三条，就是作者的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确实有一种人格、个人的魅力。我们现在让青年学马克思主义 

的书。不妨让青年学点他们的生平事业。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等人 。他们有很多感人的东 

西，特别是为无产阶级 、人类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一切。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真正深入人心 

也是难做到的 

让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 

杨瑞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而是研究 

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青年。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在青年中传 

播接受?怎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有效?这就涉及到“三进”、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几 

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 

教育。让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个有效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三进”。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都要讲，科学发展观也要“三进”。“三进”的关键是进 

头脑 。根本的任务是进头脑。进教材好办，进课堂也好办，这些事情教育部都能办。进教材，写进 

去就完了；进课堂。定成一个课程就可以。但是，这解决不了进头脑的问题。“三进”的根本是进头 

脑的问题．也就是让学生真接受。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花这么大力量，各个方面花 

了这么大力气。组织那么大队伍，就是要解决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很多年。现在要总 

结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做的不足的教训 这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不要有一 

个非常强的专业的基础和学科的支撑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和学科结合。马克思主 

义理论是科学．因而就必须把它讲成一个科学。必须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讲成科学，必须用科学 

的态度去讲它，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它。这就涉及到学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 

性全在于他的科学性．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里面所讲到的。邓小平同志说．我相信世界上信马列 

的人会越来越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才能武装人，才能使 

人信服 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问题上，也要在科学性上下功夫。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必须有很强的马列的理论功底，必须要有很强的学科的支撑 ，没有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不会有人信的。我们要在科学性上下功夫，要在学科上下功夫，学科建设上 

下功夫．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建立在很强的专业基础上。要有很强的学科支撑。 

第二．要从青年成长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青年要成为国家的栋梁，对祖国对人 

民有用的人才．就要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样的青年人才怎么培养?怎么能保证培养 

出的人才政治方向正确?在人才培养里，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这个素质里面的理论素质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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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非常重要。20世纪 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根源是思想混乱．思想混乱的最深刻的根源还是 

理论上的混乱。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尤其是基本理论素质特别重要。理论的研究更是培养学生 

理论素质的基础。这对青年人成才、成长都是重要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素质。许多事 

情就看不清楚，好多思潮就区分不了。好多问题也想不清楚。 

第三。学科建设问题。全国各个高校都在抓学科建设．为了做好青年的理论武装工作也需要 

做好学科建设。为了加强面向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而进行的学科建设 ．停留在一般 

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上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搞学科建设。不要搞成一种纯学术的、书斋式的 

这种研究。像有些人研究《红楼梦》，去研究哪个场合王熙凤究竟坐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研究《反 

杜林论》，就考证《反杜林论》里面的杜林那个时候究竟是讲师还是副教授。这类问题不是不可以 

研究，但专门搞这种研究就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青年理论武装工作。要研究一些重大的、现实性 

的一些理论问题，要研究热点、难点问题。热点、难点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教学中的、理论上的，这 

哪一门课都有。这类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影响教育教学效果。比如，我们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讲社会主义怎么好，资本主义怎么不好，讲了半天，学生心目里面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学 

生心目里面的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拿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去比较．教师去讲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了。重要的、现实性的理论问题更需要研 

究，比如和谐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牵涉到很多哲学问题，包括和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关系． 

包括当前的一些问题及和谐世界的问题。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理论工作者要钻进去．舍得坐冷 

板凳，认真研究一些东西。重大的现实问题 ，我们自己首先要搞清楚。第二类是工作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比如意识形态性、科学性的关系问题。这个我们 

经常遇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意识形态。同时它又是科学。还有。像管理上一元主导和多元和谐 

问题。工作和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理论上的这两类热点、难点都需要研究。要有些新的成果．真正 

能解决一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在高校掌握话语权 

王学东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就是在青年中传播的，而且也是由青年来传播的。最早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我们早年的留学生．留学 日本的、留学英国的：我们早期的领导者也是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者，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 、陈云等他们当年也都是青年人，都很年轻。可见 

青年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非常敏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那个时候，青年在民族危亡的 

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建党时期、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等，我们党的 

队伍大部分都是青年．当然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被称作老红军，老八路，但从我们今天的概念来看 

这些人都是青年．是二三十岁的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主要的还是靠青年。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通过青年在中国传播?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是来解决 

问题的 最早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纯理论、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很熟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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