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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伊始, 便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 也开始了它的大众化历

程。在历史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潮迭起, 积累了一系列的历史经验。认真解读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于我们完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

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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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有句名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

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

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1] 9
因

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

众相结合,为群众所理解、掌握,才能成为改造世界

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

此,要让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 并转化为改造

世界的现实行动,这就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

复杂而长期的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

分析现状,总结经验,对于完成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

�十七大 上提出的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 这一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状分析

高度重视、坚持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

国化的成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

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 重视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来武装干部的头脑。同时,为了更好地用马

克思主义来引领社会思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指导地位,在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号召下, 党和

政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付出大量心血: 第

一,出版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系列刊物, 既包括

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及其研究成果,还包括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及研究著作。第二,成立

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第三, 搭建包括电

视、网络、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等在内的马克思主

义的媒体宣传平台。第四,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第五, 在全国高校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或教学部, 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任

务。与此同时, 教育部规定高校必须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作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总

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 2] 11
检

验这种满足程度的最好尺度,就是这种理论的大众

化程度,就是要看大众能否做到耳熟能详, 入脑入

心。当前我国,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 尽

管党和政府呕心沥血, 有一定的收获,但总体来说

还需要加强。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关注的群

体越来越少;有的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逆反、排斥和乏味心理;有的人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政治信仰动摇; 有

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感到反感, 甚

至以非理性的方式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和宣传。究其原因, 分析如下:

(一 )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行

使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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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改革速度和节奏的加

快,必然导致利益分化和重新整合成为一种常态。

社会分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思

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也日渐增强, 社会出现

信仰缺失、道德迷失、精神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瓦

解的现象。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在与马克

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而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也为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二 )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

冲击

全球化时代,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助推下, 各种

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使我国的主流文化价值

体系遭到侵蚀。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对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及整个西方 20世纪学术思潮的全盘接

受,建构了他们的全部知识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的

整体性排斥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 构成了他们中

相当一部分人的学术思维特点和价值取向,而他们

的思想又影响到 80、90后这一群体。另外,由于东

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

时处于低潮, 部分群众出现对社会主义的悲观情

绪,认为社会主义前途渺茫。西方国家借此大肆渲

染,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猛力攻击, 不断制造 �马克

思主义过时论 、�马克思主义失败论 、�意识形态

终结论  , 导致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合理性被
怀疑。

(三 )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足使之缺乏吸

引力

马克思说过只要理论彻底,才能抓住群众, 而

理论要彻底,就必须反映现实, 反映人们的需求, 而

这一点,恰好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欠缺

的。由于理论创新滞后,没有及时反映人们的利益

需求和心理诉求,加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方

式、形式、载体的选择利用,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要

求,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阻碍

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进行。从深层次上讲,

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和运用越来越官僚

化、学院化、贵族化和书斋化密切相关。在 �思想

淡出、学术凸显  的口号下, 制造现实性与学术性

的对立,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术活动,

不关心现实问题, 认为研究现实就不是学术, 任意

理解或者歪曲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内在关系。而

研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中, 则主要集

中在高校或社科研究机构。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自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现实中很难深

入人心,造成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吸引力日趋下

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出现扭曲,马克思主义与大

众的关系日渐式微。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有

效推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当然,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决非一朝一夕的事, 它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

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何处着手? 如何去做? 注

意什么? 都值得我们深思。在党的历史上,就有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非常成功的典范,或许我们可以从

历史中寻找经验。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回顾

(一 )五四运动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序幕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先驱。他的 ∀法俄

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等介绍俄国十月革
命文章的发表, 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波澜。

�五四运动  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

来越大,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热潮。各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队如

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如李大钊在 1920年 3月秘

密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 5月, 陈

独秀在上海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形成了 �南

陈北李  这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阵营。同时,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著作大量涌现,如上海党

组织创办的 ∀共产党 #月刊和 ∀劳动界 #、∀觉悟 #
等。在 �五四运动  后新创办的 400多种刊物中,

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

会主义倾向的刊物达 200多种。参与讨论马克思

主义的圈子日益扩大,几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

被吸引进去了。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等 �新青

年  派人物,还是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知识分子,

抑或是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都以

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荣。各地共产

主义小组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和组织工

人群众,指导开展工农运动。总之, 五四运动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

觉醒, 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序幕。

(二 )三十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将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推向了高潮

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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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上海 ∀申报#工作期间, 艾思奇在阅读和回

答读者来信中,他就开始思索如何使深奥的哲学通

俗化。在∀读书生活#杂志创刊后的 1934年 11月

至 1935年 10月一年时间里,艾思奇为 ∀读书生活 #

杂志每期写一篇通俗的哲学文章, 共 24篇。1935

年底, 艾思奇将这 24篇哲学讲话结集出版, 1936

年出第四版时更名为 ∀大众哲学 #。 ∀大众哲学 #推

动了哲学大众化运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

作用。 ∀大众哲学 #一经出版, 就引起轰动, 正如刘

白羽同志在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一书的序言所

说: �对 ∀大众哲学 #的评价, 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

通俗化, 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

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 #点燃了无数人

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 [ 3] 1
在三

十年代,无数青年怀揣着梦想, 不远万里, 背井离乡

来到革命圣地 ! ! ! 延安, 渴求甘露, 寻求知识的哺

育,并投身于革命。

(三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不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

代表,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做出巨大贡

献。他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大众化。他说: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 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

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不是口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

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 [ 4] 858
为此, 他号召 �让哲学

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

里的锐利武器  , 以 �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

进  [ 5] 861
他以文艺工作为例子, 指出要想获得群众

的认可, 文艺工作者就得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使

之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

一片, 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来表达。总之,毛泽东意识到马克思主义

�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
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 1945年, 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

中又指出, 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 就是读一百万

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马克思主义要在

中国起到应有的作用, 就必须大众化。 20世纪 50

年代, 毛泽东不仅提出要 �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

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 6] 449,
还

倡导了全民学哲学运动。

毛泽东不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

性,而且也努力践行之。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

传时, 他就以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中国历史上富有哲

理的警句、名言、成语、典故、民间谚语、寓言故事

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观点,使人感到生动

形象、亲切易懂。比如, 他以 �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  ,来说明人民军队的重要性; 用 �不入虎穴, 焉

得虎子  来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 用老子的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命题来说明矛盾

双方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用 �实事求是  来形容要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  , 来说

明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等等。为了让更多的人

知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组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工人运动讲习所, 政治夜校等,把马克思主义灌

输到工农群众中去。在组织宣讲过程中,他还总结

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方法。就这样,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

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

掌握, 实现了理论的通俗化。在毛泽东时代, 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他认

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去读, 去研究的,

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读大本子,那办不到, 因此,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的  , [ 7 ] 382
他认为理论表现形

式和表达方式要通俗化,因此他经常使用简洁明了

的语言来阐释深奥的理论。如他的 �不管是黄猫、

黑猫, 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 8] 323 �两手抓, 两

手都要硬 ; �摸着石头过河 ; �不争论 ; �人民拥

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  ; �走群众路线, 同群众商

量  ; �紧紧地依靠群众, 密切地联系群众  等等。

另外, 他还认为要构建有效宣传机制以及发挥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启示

从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到 30年代的艾思奇、

李达, 再到毛泽东、邓小平,通过他们的努力, 不仅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掀起了马克思主义通俗

化、大众化的热潮,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攀上

新的高峰, 而且为我们今天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 )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

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就显示出了其顽强

的生命力, 这与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

用性是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批判

地继承人类历史上诸多先进思想成果之结晶。它

所蕴涵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

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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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

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 �中国往何处去  的问题。

因而,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 面对如此众多

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能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指导

中国革命的理论 (归功于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

果 ! ! ! 毛泽东思想,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 推翻了

�三座大山 的统治, 因其适合中国国情,从而取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 用适

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法, 完成了对 �农

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  三大改造, 确立

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

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合理性、科学性、实用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 !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

想 ) ,他的理论体系本身是开放的, 因而, 我们要不

断地推动它与实践的结合, 切实解决社会实践问

题,解决人民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从而增强理

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

(二 )符合时代,切合现实,满足需要

无论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还是三十年代为相当多的人所追随, 为越来越多的

人所知晓,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传播的过程

中具有三个特点: 符合时代, 切合现实,满足需要。

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处于内困外扰、国家贫弱、民

不聊生的环境之中。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

的侵略、瓜分, 尤以日本侵华战争为最。在这些帝

国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从来没有

停止过, 各种思潮也交相争锋, 马克思主义在各种

思潮中崭露头角,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国内则

是纷争不断: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国

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国共内战。面对燃眉之急的

民族危机, 先进的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民族

复兴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面对混乱的国内

局面, 很多人感到迷惘、困惑、不满, 都在试图努力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说, 求得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

近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任务。从林则

徐、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洋务运动, 从百日

维新到辛亥革命,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曾试图向西方

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案,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此

时中国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作

指导, 来认识中国的出路和现状。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由理想转为现实、由理论转

为实践的可供操作的 �范式  , 使当时中国的先进

分子看到新的希望, 从中得到启迪,即走俄国的道

路可以使长期在中国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

彻底 解 决。 � 走 俄 国 人的 路 ! ! ! 这 就 是 结

论  [ 9] 1471
。自传入中国伊始, 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

种认识和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政治学说, 成为解

决中国出路的政治方案,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

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 由于当时党的

领导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没有注意到与中

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乃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致使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但

幸运的是毛泽东却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了有

机结合,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而且在此

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诞

生了毛泽东思想。

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内是蒋介石留下来的烂摊

子,且有反革命分子对新生的政权虎视眈眈。国际

上,除了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承认和支

持外 (时隔不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站到了我

们的敌对阵营 )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承

认中国,甚至对中国实行封锁。美国不仅发动威胁

中国边界的朝鲜战争,还派第七舰队直接进驻我国

台湾海峡, 试图将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如此

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仅仅要

应对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反革命分子颠

覆政权的威胁, 而且还要负起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增加生产力总量  的历史

使命。新生的政权没有为困难所吓倒, �边打、边

稳、边建 政策的采取使新中国仅用三年时间就使
政权得以巩固, 经济得以恢复。 �一化三改  总路

线的实施, 不仅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

了物质基础 (一五计划的完成 ), 而且奠定了制度

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和理论基础 ( ∀论十大
关系#等 )。

因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

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

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

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

实际的事物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

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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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是不起作用的  [ 10 ] 1515
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根本

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播符合时代 (革

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 )、切合现实 (当时的中国

内外交困 )、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理论需要

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即实现祖国独立和富强 )。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整个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

题,国际竞争已经变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全球化

时代又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已往更加紧密, �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  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真实

写照。网络改变了时代,给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变化。然而意识形态之间的纷

争并没有停息, �西化 、�分化 社会主义中国一直

以来都是西方国家的梦想。国内三十年的改革开

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市场

经济观念深入人心, 利益至上原则、法治原则获得

共识。同时, 各种社会矛盾也日渐显现并日显突

出。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渴求民主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话, 那么在社会建设时期则渴求温饱,

而当温饱得以解决之后, 人们渴求文明。因此, 无

论是国际的挑战, 还是国内层出不穷的问题, 都需

要马克思主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要想推动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使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符合时代 (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

切合现实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满足需要 (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和心理

诉求 ), 增强其实用性, 而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束之

高阁。

(三 )尊重差异、兼收并蓄,勇于斗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与它在各个时期同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或本本主义、教

务主义等思想的斗争、辩论、较量有关联。

1915年,陈独秀创办 ∀新青年#,逐渐兴起了一
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

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和迅猛发展有力地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 促

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成立

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刊物, 宣传自己的理论信仰, 各

种社会思潮迭起。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 它们

之间展开了 �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为例, 在它传

入中国之后, 发生了三场大论战: �问题  与 �主
义  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

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正是在与各种不同思

想的交锋与论战中, 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最终胜利,

从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扩大了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可谓 �教条主义 , �

本本主义  盛行, 掌握中共领导权的陈独秀、王明

等人,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某些词句, 打

着共产国际的旗号, 提出了 �二次革命论 和 �毕其

功于一役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  的方针, 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处在崩溃的边缘。

而此时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可谓风起云

涌,如新月派 �资产阶级人性论 、托陈取消派等,

为了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他错误思想展开斗

争,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它们就中国的社

会性质、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长期的论战,

肯定了中国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主革

命的正确性, 为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

据。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

得以形成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五十年代, 胡

风的文艺思想、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等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七十年

代末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大讨论

终结了 �两个凡是 思想在中国的主导。九十年代

初,邓小平石破天惊的呐喊结束了 �姓资  、�姓社  
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

础。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

主义以及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的交锋与论战中最

终取得胜利,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的传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利

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各社会阶层利益取向、价值选

择日益多样化。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资本主义

国家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打开了方便

之门, 科技的发达、网络的便利为其传播意识形态,

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了便捷之道。因而,各种

社会思潮争相涌现, 异常活跃, 使得思想领域的斗

争也异常残酷。如肆虐横行的 �自由主义思潮  、

�保守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民主社
会主义思潮 、�普世价值  等等, 对我国的主流思

想形成包围之势。在价值多元纷呈, 甚至彼此冲

突、对立的情况下, 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

�主导  与 �多元 的关系:第一, 尊重差异、包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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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兼收并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 �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气度和能力, 批判地吸收各

种社会思潮中一切有价值、有益的东西, 从而发展

壮大自己,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11]
。第二, 勇

于斗争。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

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 因

此,对各种社会思潮要进行比较和识别, 对各种形

态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必须理直气壮地进行直接对话和交锋, 坚决批判、

抵制
[ 12]
。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 党中央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群

众相结合的重大战略部署地顺利完成,需要我们立

足时代,考虑当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之符合人

们的利益需求和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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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H istoric Experience ofM arxism Popularization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HEW ei�fang1, 2

( 1. School of P olitical S cien ce, S ichuan Un iversity, Ch engdu 610041, Ch ina; 2. S chool of F oreign L anguage,

Chengdu Sports C ol lege, Chengdu 610041, Ch ina )

Abstract: SinceM arx ism was introduced to Ch ina, it starts both its Ch ina lization experience and its popu lar ization process. In

h istory, M arx ism popu la rization reaches m any h igh tides and accum ulates a series o f h istor ic expe rience. C are fu l in terpreta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contemporaryM arx ism popu lar ization, retrospect of the h istory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are of im po r�

tant en lightenm ent sign ificance to fulfill the histo ric task of contem pora ryM arx ism popu lariza tion.

Key words: modern Ch ina; M arx ism popu la rization; M arx ism Ch ina lization; reform and openness; m 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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