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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关 

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性 、原则、方法、机制建设等，张闻天都提出了独特而深刻的、富有开创性 

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至今仍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现 

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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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 ，是 张 

闻天的一贯思想 。1933年 3月刚踏上 中央苏 区 

的土地，张闻天就着手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 

校”(中央党校的前身)，准备“广泛地有系统地传 

播马 克思 所 创 造 的共 产 主义 学 说”[1]1 。1934 

年 ，张闻天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 的演说中指 

出：“苏维埃大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 

育学生。~[I]220长征结束后，张 闻天 明确提 出组织 

在职干部开展 马列主义理论学 习的任务 。他 指 

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21434 

在抗 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张闻天在 1937年 3月政 

治局会议上指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 

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3]2。。伟大 

的革命需要伟大的理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理 

论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而在延安还没有一 

所专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着重培养有更多理论 

修养的干部的学校。为此 ，党中央决定创办“马克 

思列宁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为办好马列学 

院，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为党培养和教育了 

一 批具有坚实理论基础 的干部，他本人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也 日趋成熟 。白抗 战结束后 ， 

张闻天虽然没有主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工作，但在他具体的工作辖区内，如在东北工作期 

间和外交工作期间，他仍然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直至他 的晚年 ，张闻天仍 

在关注这件事业 。在张闻天看来 ，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是党必须长期重视和正视的战略任务。 

第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是 党克服错误倾 

向的有力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在具有一定的理论 

准备而理论准备又不十分充足的基础上成立的。 

党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 因素，不仅党 的主要领 

导来不及进行理论上的补课 ，党员干部也没有进 

行及时的、必要 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正因为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国情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导致党内一而再、再而 

三地出现了各种错误倾向。张闻天指出：“党内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的教育还薄弱 ，斗争 的经验还 

不够，这也是使党内经常发生各种倾向的原因之 
一

。~[31296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 

想，但它们不会 自动地跑进共产党员的头脑。要 

使党员从对马列主义的“无知”向“有知”转化，要 

使党从错误倾向向正确方向转化，必须通过教育 

的途径。张闻天指出 ：“我觉得我们同志中平常所 

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 

政治倾 向，而简直是 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 主义 的 

无知。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表示了英勇的斗争模 

范，表示了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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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犯 了许 多错误 。对 于这些 

同志，必须更多地耐心地去教育他们。”[。]2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关党的巩固和 

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之 日起就宣 

告 自己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由于中国特殊的 

国情，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并不高。 

土地革命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大批 

农民被批准进入党的队伍。随着抗 日战争的推 

进，在毛泽东等的提议下，“左倾关门主义”思想束 

缚进一步被打破 ，大批知识分子涌进党内，党由成 

立时期仅有几十人的小党一跃为有一百多万人的 

大党。党员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党的理论水平 

的相应增强。“党的组织力量远远跟不上它 的政 

治影响。党 内马克思列 宁主义 的理论 水平还不 

高”[3]3̈。相反 ，由于成员来源 的复杂，相应增加 

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党的巩固和革命事业 

的发展随之受到 了影 响。1937年，张闻天在党的 

苏区代表会议上指出：“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 

一 切工作的核心。”L3]2 组织上的巩固是以思想上 

的巩固为前提的，因此，张闻天指出：“要使我们的 

干部在思想上武装起来 ，学习马列主义 ，掌握马列 

主义⋯⋯党如果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 

列主义者，中国革命 问题 就可 以说解决 了一 
斗￡ ’’[11591 
- 0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利于推进马列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 日起， 

就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革命 

实践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中国的实际 ，党一 

再受到挫折，出了不少偏差，有时甚至使党受到致 

命性的打击。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正确结合起来，就成为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 

一 定“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1]5 ，意思要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落到实处。然而 ，要推进马列 

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政治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割据状态，阶级 

力量结合的变化多端，使中国的环境特别复杂。 

如何把唯一正确的国际路线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 

实现出来 ，这是一个极端困难 的任务”[3]l如。张闻 

天指出，这个任务的解决，只有依靠我们那些能够 

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 ，而“这类干部在我们党 内 

现在还不多”L3]l∞。从党的实际看 ，党 内有不少从 

长期实际工作中出来的干部。他们有极丰富的实 

际工作的经验，然而他们没有机会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理论。因此 ，张闻天指 出，他们应该利用 

一 切机会学习理论 ，养成学习的习惯 。“因为这种 

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把实际经验提到原则的高度， 

使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出一定的发展规 

律，使他们更能在原则的指示下进行自己的工作， 

使他们能够减少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 。 。。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种 

理论对于我们的需要正如空气之对人一样”L3]l鹊。 

从党的实际看，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指导，一方面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整体 

不足。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效地解决 

这一矛盾 ，是张 闻天一直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 主 

义理论教育的常规途径是集中学习，要提高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必须在教学上下功夫 。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张闻天在莫斯 

科留学期间曾有过直接的教学经验。回国后，张 

闻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中国革命的实际、 

党员的实际状况和培养人材的 目标出发 ，着 力从 

教学原则、方法上进行了认真探索。概括来说，主 

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 ，理论和实 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中心目标。1936年，张闻天在白区工作训 

练班上指出：“我们教育工作的中心，全不在于使 

我们的干部多记一些教条与公式，多读几本新书， 

而是使他们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 

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 

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造成有独立工作能力，能 

够独当一面的干部。,,[311s91940年，张闻天在总结 

马列学院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求得理论与实际 

的一致 ，是党校教 习的中心 目标”，同时又接着指 

出：“在学校生活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同在 

实际工作中不同。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 

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 

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 

地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 

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 以马列学院为例，在 

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张闻天多次邀请党中央的重 

要领导人、从前线、敌后或大后方的高级领导人作 

报告，他自己本人也经常围绕党内重大事件、党中 

央重要的方针和决定给学员们做报告，大大丰富 

了教学 内容 ，调动了学员们 的积极性。正如张闻 

天所说 ：“理论给我们指 出一般的方 向，而实际则 

证实理论，使理论充实发展与丰富起来。”L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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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教 习过程应 特别提倡 民主的学风 。 

民主是 中国人 民长期 以来的政治追求 ，由于历史 

的原因，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所积淀下来的封建 

特权等思想意识，一直根深蒂固地束缚着中国人 

民(包括共产党员)的民主意识。不仅在党外就是 

在党内 ，党员们 的民主意识 和民主作风都离党的 

要求有很大距离 ，张闻天一再要求“在党内进行 民 

主教育”[4 。，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 中提 

倡民主的学风 ，则是对党员进行 民主熏 陶的重要 

途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中指 出：“在学校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在学习 

中提倡敢于怀疑 ，敢于提 出问题 ，敢于发表 意见 ， 

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 

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 

方法来纠正 。”[4 应 当说 ，张 闻天这里 所提倡 的 

民主原则 ，是相对于封闭的、专 制的、教师本位论 

的传统教学原则而言的，具有三层含义：首先要求 

教师具有 民主的作风 ，允许学生发表 自己的看法 。 

其次要求学生善于开动脑筋，具有民主精神，敢于 

质疑 。最后要求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正确与不正确 

思想间的分歧，而不能用打压、扣帽子的方式来解 

决思想上的争端。在民主原则的指导下，在教学 

过程 中出现不少灵活多样的课堂形式 ，如辩论会、 

研讨会等，极大地活跃了学员们的思想，调动了其 

积极性 ，而且服务 了培养具有 民主意识 和民主作 

风人材的教育 目标 。可 以说 ，直至今天这一原则 

还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 

第三，在教学上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由具体到 

抽象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本身是一门非 

常抽象 、深奥的学 问，是一门集世界优秀文化的大 

成者 ，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功底 ，很难领会 

其中的精神实质，而党内党员的文化水平恰好参 

差不齐 ，因此，张闻天认为 ，必须按照循序渐进 、由 

具体到抽象的原则进行教学。“教学方面，应以由 

少到多 ，由浅入深 ，由中国到外 国，由具体到抽象 

为原则 ，以达到学生对所学 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 

之 目的~4171。为更好地 理解 马克思 主义理论 学 

说，张闻天认为学员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水 

平后才能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比如对不识字 

或识字少的学生，“首先应 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 

要任务"L j7 。对文化程度不够的干部 ，应该 在具 

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入门知识后再来研究 

马列主义，不然就要碰壁。“有些对于政治经济学 

毫无常识的同志，一开始就要读《资本论》，对哲学 

毫无常识的人，一开始就要读《反杜林论》，结果当 

然也是碰壁”[4]̈ 。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 

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 

列 、斯的基本 著作,,~4171。同时，张 闻天认为 学员 

应该在补充一定的具体知识基础上，如具备了历 

史、地理，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会常识与科学常识基 

础上 ，再开展对 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学习。否 

则，马列主义“只是成了空洞的 、没有内容的、生硬 

的教条与公式 。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中一些最一般 

的规律，对 于他们常 常变成 了毫无 内容 的滥 

调’’[4] ”。 

第 四，学习方法应采取 在教 员指导下 以 自学 

为主的原则。张闻天 1941年在总结 马克思 主义 

理论的经验时指出：“一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 

习惯 ，首先应该知道，学习马列主义 ，必须 自己下 

一 番工夫。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 

展了的科学 ，光是到大课堂上 、讲演会上、研究会 

上去随便 听听 ，自己不去研究 ，是很少用处的。听 

讲 、参加研究会只是为了启发 自己的研究 ，而不就 

等于研究，，[4]̈ 。自学为主是符合一定教学原理 

的，正如古人所云 ，“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内容十分广泛，内在逻辑性 

很强，听别人讲即使听了二三年，“他们始终只能 

是在马列主义的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4]̈ 。 

向他人学习是必要 的，但学习效果远远 比不上 自 

学来得深刻、系统。当然 ，提倡以tl学为主的原则 

并不等于在教学中让学生放任 自流，而是将其与 

教师的指导相结合。“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 

和高级学校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更多取得 

教员 的帮助’，[4]n。张闻天在教 学过程 中开创 了 
一 种“照相式”的教学方法，即每星期定时跟学员 

见面，就一周所学 的各 门功课对学员进 行综合提 

问 ，再针对学 员们 的回答进行点评，指出哪里答 

得对 ，还 有哪些 不足 ，哪里答 错 了，错在 哪里。 

张闻天的讲解与点评，语言朴实无华，思路条理 

清晰，道理深入浅 出。听 了点评 以后 ，学员能够 

把从书本上读 到的、从课堂里听到的 以及脑子里 

想到的有关 问题 ，融会贯通地进行思考 ，从而加 

深了对马列主义 的理解 ，这一教学形式也因此受 

到学生的极大欢迎。 

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教学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核心工作，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全部。教育本身是项系统工程，是各种要素 

臻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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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结合体。要提高教育的效果，必须注重各 

要素的分工合作、协同发展 ，以便建立完善的教育 

机制。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张 

闻天从健全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 育的机制 出发 ，除 

了教学工作外，还对教材建设、辅导读物、师资培 

训、原著编译与研究、学习制度、教育体制等方面 

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其中他关于教材建设、 

辅导读物、学习制度方面的思想特别耐人寻味，值 

得我们深思。 

第一 ，教材 的编写 应注重 能持久 、基本 的东 

西。张闻天认为 ，供给教材是党 内教育首先需要 

解决 的问题 ，但 由于历史 的原因，“目前教材很贫 

乏，新的东西很少。陕北公学写的农运教材很不 

好 ，苏联现在还没有一部固定 的党史．[1154i。教材 

是对学员进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文本 ，特别 

对文化水平 比较低 的学员来说 ，教材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学习的主要依据 ，如果内容太抽象 ，他们 消 

化不了，会对理论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对具备一 

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人来说，低质量的教材 

很难提高他们的水平，也会使他们产生同样的厌 

烦心理。如果教材缺乏科学性 ，更是对学生的误 

导。因此，张闻天认 为，教材的建设“应注重能持 

久、基本的东西”̈5]2"。所谓能持久 、基本 的东西 ， 

就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之上 的，能经受住时间 

检验的东西。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 

史》，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出发，运用中外比 

较 、正反分析 、优劣对照、逻辑 与历史相统一 的方 

法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 ，精辟地分析 

了大革命以来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既 

具有可读性，又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在时过大半 

个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本书，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看来他写的这本《革 

命史》正是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一思想”【5]2"。 

第二 ，应极大地注意 中级读物 及辅助读物 的 

编辑与出版问题 。由于历史上教条主义 的恶习作 

怪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过程 中有一种不 良的 

学风 ，即认为只有从事 马克思主义抽象的原则 的 

学 习，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张闻天认为 

这种孤立 的学 习方 法违 背 了人类认 识发展 的规 

律 。“我们不能不承认 ，我们干部中各种具体知识 

的缺乏，是使党在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中发生 

困难，是使党的策略不会被灵活运用，是使党的原 

则指示不会被具体化的很重要 的主观原因之 

一
”【 

。 因此，为了保证学员们能够按部就班的 

前进，能够学习具体的知识，“没有适当的中级读 

物与辅助读物的供应，是不可能的”[4]1 。张闻天 

认为，在供应关于具体知识的辅助读物的同时，还 

需编辑关于马列原著的辅助读物，“一般说来，延 

安解放社出版的许多马列原著，对于一般干部，还 

是吃不下的。其中许多东西，还是他们看不懂 

的”【4 。中级读 物与辅助读 物的 出版发行在张 

闻天的提议下于 1940年正式开始启动 ，但由于宣 

传机关的主观原 因，其 品种还是跟不上学员们 的 

需要。因此，张闻天一再强调指出：“中央宣传部 

及各高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在这方面还应予以更大 

的注意 。”[ ] 

第三，建立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干部是党 

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和实践者， 

又是联系党和群众的中介 ，因此干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水平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力和革命事业的 

发展 。但在战争年代 ，由于各地 干部 缺乏 的问题 

都非常普遍 ，忙于具体事物的干部很难脱开身去 

进行理论学习。张 闻天认为 ，加强干部的理论学 

习是第一位的，这是为今后党的长远利益作打算， 

因此要从制度上保证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 

部教育 ，是党 内教育 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这是工 

作与学习互相联系的最好办法 。每个在职干部应 

当了解学习是每个共产党员 的责任，党 的领导机 

关应当把每个干部学习成绩之优劣作为坚定一个 

干部许多标准中之一个 。在全党内应建立在职干 

部学 习的制度 ，提倡学 习的风气 ，养成独立 的看 

书、独立的思考问题的习惯”[4 J1 。张闻天晚年针 

对社会 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 ，痛心疾首地指出， 

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对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的 

误解误用造成的 ，追根溯源还是理论学 习没有制 

度上的保证造成的，因此他建议在职干部“抽出一 

定的时间，比如一年二年三年学懂 (不一定学通 ) 

马列的一些基本著作，然后再到实际工作中去用 

与学 ，是合乎学用结合的发展规律 的。实际证 明 

这种方法的效用是好的(这种短期的脱产学习，给 

他们今后一辈子的长期 的自学准备 了最起码的条 

件)’’ ] 。 

综观张闻天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我 

们可 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教育 目标明确 ， 

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培养党员 、干部理论 

与实践相统一的能力牢牢结合起来，这对当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建设具有极强的指导价 

值。二是教育过程合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 

具有理论学科的特性，也具有教育学科的特性，是 

集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容 与教育形式 的辩证 统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98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 2O卷 

体。教育形式得当，则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 

的要领诠释得更透彻 ，否则 ，则阻碍教育客体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过程 中既注意尊重教育客体 的主体性、又注 

重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本质、还特别注重 

遵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 ，这都给当前的马克思 主 

义理论教育过程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 。三是教育机 

制健全 。张 闻天关 于马克思 主义理 论教育 的原 

则 、方法、配套建设方面 ，都提出了 自己独特的见 

解，这对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也具有 

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项复杂工 

程，只有将各要素的微观建设和整个体系的宏观 

建设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提升到 

一 个新的台阶。邓小平 1978年在致张闻天的悼 

词中指出他，“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 

卓著”[s]2 。综上所述，确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我们党理论 

教育史上的重要成果 ，是我们应 当继承和发扬 的 

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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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ang W entian，s Ideas of M arx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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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ang W entian，a theorist and educator in the history of CPC，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works about Marxist theory education．Zhang W entian put forward unique，original and creative opin— 

ions of the need，the principle and method，the mechanism of M arxism education，etc．Zhang W entian S 

ideas of M arxist theory education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theo— 

ry education．Even today，these ideas are practical and valuable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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