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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认识的误区 
赵毅纯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存在着许多误区，如僵化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教 

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唯我独尊地研究马克思主 

义。这些误区是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认识上产生失误、实践中遭受挫折、理论方面滞后的 

根本所在。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是解决 "-3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种种矛盾与困 

惑，实现马克思主叉理论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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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着最严峻的挑 

战，社会主义信念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发生动摇。进入 20 

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践探索与马克思关于 

未来社会的理论发生矛盾。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直 

接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同时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疑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 

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认识存在误区，以至于多 

年来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步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 

圈。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是解决当 

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种种矛盾与困惑，实现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认识误区的五种表现 

(一)僵化地解读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受苏 

联影响较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从苏联传人的，我们 

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也是经苏联理论家之手翻译的。 

事实上，从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 

20世纪中期 ，苏联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在此期间，苏联模式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以 

此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用僵化模 

式解读来的马克思主义就这样传人到其他从事社会主义实 

践的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 

导的，这本来是一次冲破僵化、束缚 的机会 ，但 由于种种原 

因，这次机会我们没有完全利用和把握好，使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和认识无论从理论本身还是从方法上都没有摆 

脱固有的框子，从而造成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严重滞后。时代 

在变化，实践在发展 ，然而深刻影响着我们头脑的、深刻影响 

着我们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现实判断的、影响着我们行为选择 

的，却仍然还是历史形成的那些东西。按这条脉络梳理下 

来，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社会主义遭遇挫折时，这一 

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 

及现实社会主义的质疑，进而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 

(二)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 自己的理论当成教条。恩格 

斯很早就向世人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 

方法，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党的 

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过，不应当把马克思 

主义当作教条，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刘少奇在 1943年7 

月所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曾对一度在 

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仃过形象的描述：“他们在解 

决问题、决定方针的时候 ，总不足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 

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 出发 ，从历史 

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想象的 

事情出发。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这说明我们党的领 

导人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是清楚的。然而，新中国建立之 

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又犯了多少教条主义的错误 

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 

会的理论不假思索地直接运用于中国的结果；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照 

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 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多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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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 

教条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时至今 日，我们仍有相当多的 

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固定化 ，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 

条式理解来衡量和规范现实，一旦在实践 中碰 了钉子，又反 

过来埋怨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 

的每一次代表大会都反复强调，甚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中央还要求全党同志“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 

理解中解放出来”的重要原因。 

(三)宗教化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听到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言论。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 

在民间，即便是在学界也为数不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理 

论和科学，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为人 

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是社会主义者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念之所在。但是，信仰和信念虽一字之差，其含 

义有所不同。《现代汉语辞典》(修订本)对信仰一词的解释 

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 、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 

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对信念一词的解释是：“自己认 

为可以确信的看法OII《辞海》对信仰一词的注释是：“对某种 

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 

则。”对信念一词，《大百科全书·心理》卷的注释是：“人们对 

待某人 、某事或某种思想的态度倾向。它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因此 ，信仰有盲从的意思 

在内，而信念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二者具有原则性的区 

别。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信仰视为一种宗教语言。我们在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常常把信仰和信念混用，容易让人 

产生误解，容易使人们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终极真理 

加以膜拜，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不 

是宗教，它不需要用无法检验的虚无缥缈的世界来诱惑人们 

信奉它，而是完全把自己置于实践的严格检验之中。 

(四)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政治的装饰品，变成了官 

方化的政治语言，有时甚至变成了政治家解释自己主张、攻 

击对方的工具，其结果是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断 

章取义。无论是2o世纪3o年代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社会主 

义道路的争论，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派别的争 

论，甚至包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问的矛 

盾和论战，双方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语句作为自己 

论战的工具 ，双方都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居，似乎都是 

马克思主义忠诚的卫道士。如果说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 

义作简单肯定，就不能否认今天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打 

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是通过实用主义化、虚无主 

义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隐蔽的否定。有些其实并不认 

可马克思主义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名分下从事“制造马克思” 

的工作，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随时可以拿起来使 

用的工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核心的、根本的理论观 

点随意地处理，而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格格小八的理论 

挂搭在马克思的名字上，表面上打着创新和发展的口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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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不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五)唯我独尊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过去，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领域唯我独尊，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局限在苏联、中国等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研究 、发展、实 

践_概否定 ，认为只有 自己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 

发展来看，恩格斯逝世后 ，在第二国际后期，由于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认识不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分化成两个 

方向，这两支队伍都在根据自己的实践理解，认识、研究和发 

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在东方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加以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 

主义进行研究。事实上，目前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当代 

意义的阐发，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甚至是在无意识地重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 ，因此完全有必要在共同的 

前进道路上进行真诚的交流和对话。只有将外国学者对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 

来，汲取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在实践中 

才能够避免许多曲折，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走出误区，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认识误区的长期存在 ，给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探索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对当 

代资本主义的认识绝大部分仍然停留在 l9世纪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判断的水平上。例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创造的经济形 

式 、民主制度、权力理论等人类文明成果的认识，仍然无法跳 

出历史的框子。我们做不到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马克思关 

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合理成分那样轻松自如，我们背负着沉 

重的历史十字架，步履维艰，始终在姓“资”姓“社”的十字路 

口徘徊。 

其次是不能客观地认识现实社会主义。苏东剧变标志 

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上仅存的自称高举马克思主义 

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各有特色。客观情况是现 

实社会主义都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与马克思 

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对现实社会主义 

作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定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 

我们无法突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框子，因而对现行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牵强和脆弱，充满了矛 

盾，生怕稍有闪失就会背负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罪名。 

再次是不利于理论创新和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寻找一 

条新的道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是理论创新的大敌 ，不真 

正突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认识的框子，理论创新就无 

从谈起，实践探索步履艰难。 

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认识的误区，关系到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 ，关系刘现实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要想真正 

走出误区，就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怪圈，解除思想中的 

紧箍咒 ，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 

须敢于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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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敢于面对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失误所犯的错误， 

敢于正确认识和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研究的成果，改变唯我独尊 、唯我独大的态度。为此 ，在实践 

中我们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 

一 是要解决神化马克思的问题。要像 2o多年前的真理 

标准大讨论一样，在中国开展一场关于什么是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的大讨论，彻底冲破传统认识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评 

价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发 

展的成果，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思想 

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开放性，我们不能再像过去 

那样对世界范围内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竖起屏障，怀有敌 

意 ，批判大于吸收，把马克思主义弄成“纯之又纯”的思想，这 

是在扼杀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和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之后的一切先进的、有用的、 

合理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被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 

思想，或者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思想，都应该兼收 

并蓄，这样才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在实 

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上曾提出，实施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着眼世界变化 ，立足新的 

实践 ，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 

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 

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 

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 

思主义。 

二是解决垄断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 

义研究领域 ，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一个有利 

于研究与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思想氛围是非常必要的。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非常严肃而庞 

大的工程 ，需要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而且需要一个思想的 

激荡与升华的过程。我们过去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 

设任务落在几个或几十个理论专家身上，在理论建设领域树 

立起几个或几十个权威人物 ，这样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 

普遍接受的思想，绝不是几个理论权威起作用的结果，而是 

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备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魂，也不是几个 

理论家的权威影响所决定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定 

要注意吸引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给他们驰骋的天地。压 

制不同思想，回避理论交锋 ，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是没有战 

斗力的。没有战斗力的思想理论，又怎么使人们接受和拥 

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批判与被批判的交锋 中诞生和 

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并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 

工人农民所认可的思想，也是在交锋中完成的。只有通过正 

面交锋才能驳斥形形色色影响改革发展的错误思想和认识， 

才能真正解答人民群众在这个“晕旋”的时代所形成的疑惑， 

才能使社会主义在困惑中走向明朗，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 

前进。 

三是提高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既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 

条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必须具备的一种根本能力。作为一 

条基本原则，它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学 

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 

题 ；作为一种根本能力，它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本领， 

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 、建设和 

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 

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从根本上说都是来 自于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创造性力量。因此，加强党韵 

建设，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着眼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高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一方 

面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执政理念 、执政基础、 

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方面的研究，为 

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促进执政理论与执政实践 

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搞好理论武装头脑的工作，提高用 

执政理论指导执政实践的能力。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 良 

学风，抓住思想理论建设、学风建设 、总结实践经验等关键环 

节，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和指 

导实践的能力。 

Ridding Ourselves of Misconceptions of Marxism 

刁诅 O Yi—chun 

(Party&hod Shaml Prov／ad~ Commha~ C．P．C．，Ta／yuan 030006，Ch／aa) 

bs act：For a long time，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in studies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such as 

explaining Marxism in a rigid way，applying Marxism d％~natically，understanding Marxism as a religion，handling Marx． 

ism in a p】 目ma cal way and being full of conceit in studies of Marxism．These misconceptions have c~tused socialist c0u． 

ntries，including China，to make mistakes and suffer heavy losses．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im ，what coun ts is t~ ting 

Marxism in a rational way and ridd ourselves of the misconceptions 

Keywords：Marxism；mi sconception； 唱 forth rlew ideas in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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