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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9年以来 ,学术界围绕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展开了多场讨论 ,阐明了大众

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必要性、方法 ,阐述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紧密相连的几对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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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林伯修在借鉴日本文学的基础上 ,在

中国首次提出了“大众化 ”的口号。他说 :“使大众

理解 ”,“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 ”,“也

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如若

不能达到使大众理解底程度 ———大众化 ,它便不能

得到大众的爱护。”[ 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 ,推动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 ]党的重要文献中首

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掀起了学术界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个高潮。那么 ,什么是大

众化 ?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怎样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 ? 本文试图对 1929年以来关于这些

问题的研究予以综述。

一、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一 )大众化的内涵

文字通俗易懂。一是要明白易懂。语言文字

的明白易懂是大众化的必要途径。有学者提出要

“把文字写得浅白易懂 ”,“把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

俗化 ,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 ”,

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

义。[ 3 ]二是要运用群众语言。群众语言是语言文

字明白易懂的重要判断标准。学习群众的语言是

大众化的前提。毛泽东在谈大众化的内涵时指出 :

要与群众打成一片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

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 ,还讲什么文

艺创造呢 ?”[ 4 ]

形式耳熟能详。一是利用旧形式。旧形式为

群众所熟悉 ,恰当运用旧形式 ,有助于群众掌握理

论。有学者认为 :“有些作家利用了旧形式 ,用了

最通俗的文体向大众说明国难的危急和自救的方

法 ”,因为群众对旧形式耳熟能详 ,宣传的内容就

容易为群众理解和接受。[ 5 ]二是采用群众形式。

采取群众熟悉的共同的形式 ,也是大众化的重要途

径。彭真提出 :“应该与群众采用共同的语言 ,共

同的形式 ,树立为群众所容易掌握的和群众所熟悉

的 ,即群众自己的形式 ,大众化的形式。”[ 6 ]

内容准确生动。一是符合群众需要。内容要

符合群众的需要才是真正的大众化。有学者认为 :

“语言文字的通俗 ,自然是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条

件 ,但假如我们的作品内容不合群众的需要 ,那么 ,

即使再通俗 ,也不是真正的大众化。”[ 7 ]二是做到

准确、鲜明、生动。有学者认为 :理论大众化首先要

“把问题解释得正确 ”,“有逻辑性 ,有说服性 ”,“不

能牵强附会 ,随意歪曲。”其次要“是非分明 ,观点

鲜明 ”,“多举一些生动的事例 ”,“启发人的思

考 ”。[ 8 ]三是从群众出发来教育群众。从群众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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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出发 ,逐步提高群众的素质。有学者认为 :

“大众化就是从群众出发来教育群众。”一方面需

要照顾群众的水平 ,在群众现有水平的基础上“由

浅到深、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 ,“发扬群众的创造 ,

宣扬劳动阶级的优良素质 ”,即通过宣传群众的积

极面 ,调动群众积极参与 ,实现群众素质的提高。[ 9 ]

情感打成一片。情感是实现大众化的催化剂。

一是与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大众化要求作者

的思想感情与大众融为一体。毛泽东指出 :“什么

叫做大众化呢 ?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

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10 ]二是把

握群众思想感情。有学者认为 :通俗的文章“要求

把握群众的情绪 ,了解生活前进的脉络 ,从群众的

生活感受出发 ,用易于为群众接受的形式 ,把道理

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11 ]三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感

情。有学者认为 :要做到大众化 ,“首先要教育改

造自己 ”,“向工农群众学习 ,要与工农群众结合 ,

改造自己旧的思想和感情 ,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

变化。”[ 12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理论掌握群众”说。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本质就是理论掌握群众 ”,是“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让人

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13 ]

“群众掌握理论”说。有学者认为 :“推动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当

代青年 ,能够普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

念 ,普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修养。”[ 14 ]

“理论掌握群众 ”和“群众掌握理论 ”兼有说。

有学者指出 :“理论通过它提出的理想、目标、纲

领、政策、口号 ,通过它阐明的实际利益 ,让群众懂

得自己的利益所在 ,从而为利益和理想奋斗 ,这就

掌握了群众。至于群众掌握理论 ,那是需要较高条

件的 ,没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知识积累、抽象思维能

力 ,是谈不上掌握理论的。”[ 15 ]

“理论联系实际”说。有学者认为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本质上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的过程 ,是一个群众性的实践活动 ”,“要在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 ,灵活运用马克思

主义 ,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创新成果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中 ,成为

共同的思想基础。”[ 16 ]

“质、量 ”说。有学者认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兼有质和量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质的规定性包含“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

实践 ”、“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

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两个方面。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量的规定性指“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辐射范围宽广 ,超越政治、经济、

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 ,跨越年龄、性别、职

业、阶层、地域等界限。”[ 17 ]

“过程结果 ”说。有学者认为 :作为一种过程

与机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

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 ,等等。”作为一种结果 ,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表现为“获得社会大众的支

持 ”,包括态度和行动的支持 ;其次表现为成为人

们的“指导思想 ”、“生活秩序的内在规则 ”、“建立

意义系统的内在根据 ”;再次表现为“社会大众的

日常话语的一部分 ”,成为民众介入或参与程度的

标志。[ 18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一 )现实的需要

改造党员群众的需要。有学者认为 :“在无产

阶级获得政权之后 ,旧社会的残遗 ,并未完全肃清 ,

新社会在长时期中 ,在一切关系中 ,即在经济的、政

治的、道德的、意识的种种关系中 ,仍然没有脱去旧

社会的熏染。所以在过渡时期中 ,即在社会主义的

建设过程中 ,就需要人类大量的改造 ,需要人们对

于劳动的态度、道德观、世界观以及生活等等的

改造。”[ 19 ]

完成革命建设任务的需要。有学者认为 :“工

农是改造客观世界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

量 ,但是要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就要加强对工

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20 ]“无产

阶级的哲学理论一旦为工人阶级自己所掌握 ,就一

定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胜

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21 ]

(二 )理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学者认为 :“马克

思主义具有人类普适性特点 ”,“具有实践性品

格”,“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 ”,其“最

终目的是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 ”,因而 ,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

要求。”[ 22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有学者认为 :“马

克思主义要实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需要经历

一个长期的宣传普及的过程 ”。“推动当代中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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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大众化 ,既是更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误读

的需要 ,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深入人心 ,也需要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 23 ]

三、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

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理论的大众化、

通俗化“首先应当深刻领会和掌握理论的精神和

实质。只有领会得深刻 ,才能做到深入浅出 ,才能

通俗化得正确 ,才不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

化了。”[ 24 ]

密切联系实际。哲学的群众化的内容“应该

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

的利益和要求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同群众

的斗争、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是广

大群众所关心的、感兴趣的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

“真正能帮助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25 ]有学

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实际相结合的四个

途径 :“从理论走向实践 ”、“从‘官学 ’走向‘民

学 ’”、“从党员走向群众 ”、“从书斋走向生活 ”。[ 26 ]

(二 )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区分不同群体的层次 ,

采取不同的对策。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要细分“对象群体 ”,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

“适应党政干部、青年学生、普通大众等不同层次 ”

的需求。[ 27 ]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需要区分同一群体中的

层次 ,以确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靠力量。刘

少奇将群众区分为积极分子、中间状态、落后状

态。他指出 :“在一切群众中 ,都有比较积极的部

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 ,然而积极分子

总是比较占少数 ,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

广大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

要经过积极分子才能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

落后状态的群众 ”,“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

还未自觉 ,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 ,并要善于

等待他们。”[ 28 ]

(三 )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运用语言载体。一方面要学习群众语言。有

学者认为 :“我们要使哲学群众化 ,非努力学习群

众的语言不可 ,非整顿文风不可。”“学习语言 ,固

然从外国语言和古人语言中 ,都可以学到一些我们

所需要的、有生命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 ,是多向

人民群众的语言学习。”[ 29 ]另一方面要提炼群众语

言。有学者认为 :“有些文艺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

不适当地任意地采用方言、土语 ,对人民语言不做

加工和提炼的工作 ,在语言上不下苦工 ,有些通俗

化的文艺作家满足于沿用封建旧文艺中的陈词滥

调 ,而不去努力汲取新鲜活泼的人民语言 ,也是错

误的。”[ 30 ]

运用大众化的形式。有学者认为 :“要完成大

众化 ,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题一脚踢开完全

不理 ! 一脚踢开是最便当不过的 ,然而大众也就不

来理你。”[ 31 ]有学者指出 :“第一须运用大众所爱好

的体裁的各种要素创造出新的形式来 ;第二我们须

用新的内容去注入旧的形式或用新的描写方法逐

渐去修改旧的形式 ;第三我们适合着大众的文化水

平去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来。”[ 32 ]

创办大众化刊物。办好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 ,

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瞿秋白指出 :

“党的宣传 ,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 ’。工厂小报和

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 ,这

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

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 ,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

劳动者读的 ,甚至于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一般同

志都要切实的注意这个问题。”[ 33 ]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处理好的几对

关系
(一 )普及与提高

普及与提高的联系。其一 ,普及与提高都要以

工农兵大众为基础。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文艺 ,

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 ,那末所谓普及 ,也就是向

工农兵普及 ,所谓提高 ,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 ”,“只有用工农兵自己

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 ”,“因此在教育工农兵

的任务之前 ,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 ”。

“提高要有一个基础 ”,“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

础上去提高 ”,“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

高 ,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34 ]其二 ,普

及与提高相互促进。毛泽东指出 :“普及工作和提

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

上的提高 ”,“为普及所决定 ,同时又给普及以指

导”;“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 ,而且是给目前

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 ,也是给将来的范围

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总之 ,“我

们的提高 ,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我们的普及 ,是

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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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与提高的区别。一方面 ,普及与提高是人

民群众不同阶段的需求。毛泽东认为 :“普及的东

西比较简单浅显 ,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

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 ,因此也比

较难于生产 ,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

众中迅速流传。”另一方面 ,中国的现实更需要普

及。现在工农兵“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统治 ,不识字 ,无文化 ,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

个普遍的启蒙运动 ,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

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 ,第

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 ’。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 ,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

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36 ]

(二 )通俗化与庸俗化

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通俗化与庸俗化的本

质区别在于理论的准确性 ,而不在于用语深奥或浅

显。有学者认为 :“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 ,只要理

论不歪曲 ,不错误 ,是绝没有庸俗的危险的。‘庸

俗 ’两个字的意思 ,本来是指俗流的 ,浅薄的 ,错误

的见解 ,并不是说用语浅显 ,就会庸俗起来。”[ 37 ]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需要通俗化 ,反对庸俗

化。有学者认为 :“但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 ,如果

庸俗化了也是不行 ,因为新哲学是严肃的、伟大的、

科学的、革命的学说。”[ 38 ]

通俗化不等于低级趣味。通俗化需要语言符

合大众口味 ,但又反对语言上的低级趣味。有学者

认为 :“要反对故意将语言降低到失掉了进步性的

程度去迎合一般落后的大众低级趣味。即是说 ,我

们一方面主张语言通俗化 ,一方面又反对将语言转

化成为低级的语言。因为那种语言决不能为进步

的大众服务 ,决不能代表大众语言而成为真正的

‘大众语’。”[ 39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前提目的说。有学者认为 :“中国化是大众化

的前提 ,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化要求大众

化 ,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大众化。中国化与大

众化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各有侧重 ,既不能等同 ,

也不能相互取代。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展

现真理的光芒 ,就必须中国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要发挥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就必须大众

化。”[ 40 ]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

化“从理论上讲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和

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与中国具体实践

相结合 ,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结

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脱节现象。所以 ,“真

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必须要让马克思主

义掌握人民群众 ,为人民大众了解、理解、认同、信

仰、运用 ,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41 ]

依存转化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从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来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

个总体性概念 ,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

容 ,大众化则是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

和形式的关系来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

容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

通俗化、大众化是它的一种形式 ,中国化的内容则

决定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 ,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和方法 ,反过来又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和效果。”从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来说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目标 ,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易于为中国

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接受与掌握 ,着重点在于普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 ,则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创造出新的理论 ,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其着重点在于提高。”总的说来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通俗化、大众化 ,通俗化、大

众化必须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必须

在大众化的基础上进行 ,大众化在中国化的指导下

才能健康发展。”[ 42 ]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应关注的几

个问题
一是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界

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研究的重要环节。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内外两

个角度进行研究。内部主要从普及与提高、通俗化

与庸俗化等矛盾关系的角度展开 ;外部主要从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关系角度

进行定位 ,研究中还需要从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本质和内部结构进行剖析。此外 ,弄清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还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是政治学还是传播学的

研究内容等学科归属问题 ,也是界定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重要途径。只有合理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本质 ,才可能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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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内容、结构、过程、规律、途径等。

二是借鉴相关学科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需要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 ,还需要将之常

规化、学科化。这即需要在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本质之后 ,合理借鉴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学

等相关、相近学科体系、规律。只有这样 ,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才能够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

得到借鉴完善 ,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是借鉴国内外大众化的经验教训。从国内

大众化的发展轨迹看 ,主要经历了文学民众化、文

学大众化、哲学大众化、新启蒙运动、哲学群众化等

重要的阶段 ,尽管各阶段大众化并未直接提出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 ,但所有主题无不是围绕着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展开的 ,并且提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大众

化方法。此外 ,对国外关于大众化经验的借鉴也有

待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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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29, the academ ic circle has conducted many discussions on popularization andMarxism popularuizion, eluci2
dated the connotation, necessity and methods of the popularization and Marxism popularization and expounds several relation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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