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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苏联模式 

与当代发展 

赵 康 太 

【内容提要】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虽然具有世界性意义，但不应该是惟一的思想理论教育 

模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既要体现出一致性和共同性，也要体现出民族性和多样 

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苏联模式 多样化 

作者赵康太 (1954-)，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海南海口 570228) 

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实践 

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教训。在经济全球化的 

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我们有必要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进行反思，这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于 1848年的 《共产党宣言》。在这篇 

著名宣言中，他们宣布：“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 

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其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他们坦承：“ 产党人不屑于隐瞒 

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他 

们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晕要性和目的：“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 

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必须培养出与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㈣的共 

产主义新人。这些思想理论教育原则在列宁的 “灌输论”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即必须把马克 

思主义 “灌输到群众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 “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 

① 《 §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1卷，人 山版社 199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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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种方面的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解决 

如何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精神武装和理论指南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倡和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起 

而逐渐走向繁荣。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为提 

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苏联共产党人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联共 (布)党 

史以及领袖思想、党的决议、政策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完备的党的内设机构、外围机构和科学研究、 

教育教学机构组织体系为主要教育渠道，以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为主要教育对象，以领袖一政党 

一 阶级一群众为主要教育方向，以党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和教育工具为主要教育载体的一整套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体系和机制。这是苏联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苏联国情相结合 

的历史产物。我们愿意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苏联模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苏联模式因为适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在斯大林的亲自主持和联共 (布)中央的领导下，《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于1938年在苏联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誉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斯大林指出，这是苏联共产 

党人 “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 该书在全世界以126种文字出版，发行量达4280万 

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 

心、增强信念、鼓舞干劲的巨大作用，而且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科学 

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以及东欧国家的胜利，这种思想理论教育模式功不可没。 

它也因此成为2O世纪8O年代以前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样板。 

然而，在 “以苏为师”的时代背景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中的惟一范式。斯大林在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时就说：“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 

处。” 这本书成为 “共产主义的圣经”后，书中的每句话都被奉为真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 

识形态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都必修三门主课：《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 《联共 (布)党史》。但是，由于不能从本国国情出发，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了差错。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片言只语变成了判断真理和谬 

误的绝对标准。另外，在教育的方式、手段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也出现了简单化趋势。 

当人们终于认识到苏联模式日渐僵化和教条化的弊端时，却被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苏共领导人引 

上了背离社会主义的不归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削弱党对各项工 

作的领导，造成了党员、：f部和人民群众思想的混乱和恐慌。戈尔巴乔夫更用所谓 “人道的、民主 

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共产党，并将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视为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不 

但否定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 

瓦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最可宝贵的理沦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⑧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 

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得到发展和创新。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也坦诚地说：“很可能我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7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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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 

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坚持体现着实践精 

神和批判精神的思想理论教育。否则，这种教育就是无效的和苍白无力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历史的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 

但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目的， 

“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当马克思主义被运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民族的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时，就会既显现出与其基本原理的一致性，又会体现出其思想理论的独特 

性。从本国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重新组织， 

这也会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与其他国家有异。于是，在由马 

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且以马克思命名的思想理论教育体系中，不但矗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奠基人的里程碑，也记载着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胡志明、金日成等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大纪念碑，还镌刻着李 b克内西、倍倍 

尔、卢森堡、梅林和拉法格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业迹。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就是 
一 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但存在着一致性和共同性，而且也因文明特性和 

国情差异而会体现出民族性和多样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曾经照搬苏联模式。然而，中 

国共产党人最终从国情实际出发，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只有结合中国实际 

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是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教育内容，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互动关系、理论 

基础和基本内容以及方式方法、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发展趋势等。当中国共产党人把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次写入党章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就在实践 

中一步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模式被成功地中国化，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邓小平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 “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充分体现着这种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摆脱苏联的思想理论教育模式的束缚，全面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 

革探索。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方案多次修订和实施，都是这种探索的最好说明。虽然 

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依 

然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中国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从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会具有无限的生命 

力，同时也才能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其心灵结构和社会心理有差异，国情有区别，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可能遵循同一 

种模式。马克思针对一些人对自己学说的不恰当的理解，因而他在与拉法格对话时说的 “我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已经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所持的正确态度。背离了现实性和创造性，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走入死胡同。 

我们不能无视别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结合本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开展马克总主义理论教 

① 《J§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4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l8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7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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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际情况。他们从事这种思想理论教育所处的形势和地位，所采取的内容和结构、方式和方法、 

主体和客体、环境和队伍、管理和绩效等方面应当有所不同。开展国际性的马克主义理论教育的比 

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间的密切关 

系。 

1．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着优良的传统。苏联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终于认 

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改革，但更需要加强。在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过 

程中，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开始思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问题，这是应 

对西化、分化图谋的必要举措。 

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等国的执政党适应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将其领袖的思想教育视为本 

国马列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越南的胡志明思想、朝鲜的金日成主体思想、老挝的凯山·丰威汉思 

想、古巴的何塞 ·马蒂和卡斯特罗的思想等，都成为党性教育和各级各类普通教育的必修课程。革 

新开放以前，越南高校的马列课程设置与实施基本沿袭苏联模式，主要有 《马列主义哲学敦程》、《马 

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科学社会主义教程》和 《越南共产党历史教程》等四门课程。革新开放 

后，越南共产党开始重视胡志明思想教育。2001年越共九大指出： “胡志明思想是关于越南革命基 

本问题的一套全面、深刻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体系；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 

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优良民族传统价值观以及吸收人类文化精华的产物。”“我们党和人民决心沿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越南。”现在，越南高校除开设上述马 

列课程外，还增加了 《胡志明思想教程》。这些课程占学生总课时的 16％。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 

还开设有 《马列主义经济学史》。这些教材均由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全国教材编写委员会 

统一编写和出版。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执政党，政治制度环境和理论价值取向使这些国家开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而且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因此，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需要进一 

步改革，但能够顶住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并且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2．原苏联及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由于地理位置之便，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按照苏联模式设 

计和实施。20世纪 5O年代以后，东欧国家的执政党逐渐认识到过度意识形态化和忽略文明特性制 

约的大一统模式带来的社会问题，于是出现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方面的新变化。波兰开展的 “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教育、匈牙利开展的 “以人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被指责为 “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的教育等所谓 

的 “第三条道路”的教育，实际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拨。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教育，打破 

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种思想理论教育模式的铁律。在自治社会主义教育中，关于劳动解放、关于 

自由人联合体、关于强调自治利益多元、国家职能的逐步社会化和劳动者的丰体责任等思想 都基 

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 自己解放 自己的思想以及关于国家职能和国家消亡的思想继承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那些己经失去执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开始反思社会 

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未能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问题也有所认识。在这些深刻反省历史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出现了重新集聚的苗头，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宣传教育也有了新的特点和发展。俄罗斯共产党在其党纲中指出，必须遵循和创造性地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也通过议会，竞选胜利重新执政。这些政党讲的马克思 

主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仍然为它们所坚持。研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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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认识上新的飞跃具有 

罩要的意义。 

3．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苏东剧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易名改帜，甚至被解散和禁止。在亚非拉 120 

多个民族独立的国家中，虽然还有58个国家存在着共产党的活动，但大部分都选择了改良主义路线 

或者议会道路。不过，在南亚、南美等地区仍然有一些共产党组织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 

且把它们与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如，尼泊尔共产党 (毛派)、印度共产党 (马列)、菲律宾 

共产党、秘鲁共产党 (光辉道路)等。尽管 “9·ll”事件后多被政府贯以“恐怖主义”的恶名，处 

境十分艰难，但他们仍然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在努力探索和争取本国的社会主 

义前途。美国 《革命工人在线》一位记者在2005年深入尼泊尔共产党武装力量领导下的 “解放区” 

采访后描写道： “在山里的一块平地上，借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的光线，我能隐隐约约看见地上黑 

压压地坐着 100多人。文化班的战士教大家一起唱歌，吟诗，为吟唱伴奏的是尼泊尔传统的小鼓。 

大家一起吟唱的第一首歌是《烈士的鲜血让人民更加强大》。一位政治教员教育大家支持和参加武装， 

政治教员还向大家通报最新的战况。第三位游击队教员给大家讲的内容是群众如何展示新的人民权 

利——如何让劳动果实回到自己的手里，如何通过人民政权解决内部的矛盾，如何尊重法制，如何 

抵制全国大选。这位教员最后还让大家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 

他们选择的争取本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验证，但我们应当同 

情和支持他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种种实践探索。 

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由其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由其无 

产阶级政党和其他进步力量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教育出自其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 

的革命需要，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教育同样是由这些国家无产阶级 

政党和某些左翼力量所承担和推动的，但其处境要困难得多，其情况也复杂得多。由于时代条件和 

社会环境的剧变，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不得不面对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改变传统的 

斗争策略，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一方面，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中，更多地突出民 

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道等价值理念，以争取大多数选民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合法执政的地位：另 
一

方面，他们又把 “通过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希望执政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政策，通过和平过渡，使国家和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他们的这种探索最 

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能由实践来证实 即使他们的探索失败了，也可以促使人们去开辟新的探索 

途径。 

如果以传统思维来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教育的现象，必然会导致对上述众多思想 

现象的_台定。然而，既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单一的模式，那么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 

的理沦反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不能把个别经验或特殊经验当作适用于其它有志于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政党和国家的普遍经验来要求，而应该允许多种方式和途径的探索。只有如此，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才能在继承与创新中得到发展，才能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得到真正复兴。 

(编辑：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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