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访谈

庄福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学科建设的开创性贡献

———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金海教授

本刊记者

杨金海ꎬ 男ꎬ １９５５ 年生ꎬ 河南林州人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共

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 研究员、 博士后合作导师ꎬ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和

项目首席专家ꎬ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首届 “四个一批” 人才ꎬ 国家 “万人计划” 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

军人才ꎬ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ꎮ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史和传播史研究ꎬ 著有 «人的

存在论»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研究读本» 等十多部著作ꎬ 主编国家出版项目 «马克思主

义研究资料» ３７ 卷、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４０ 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３５ 卷、 «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１００ 卷、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 １００ 卷以及 «黄枏森文

集» «姜椿芳文集» «张仲实文集» 等ꎬ 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余篇ꎮ

庄福龄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史学家、 教育家ꎮ 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ꎬ 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

贡献ꎮ 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的今天ꎬ 进一步学习研究庄福龄

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创性贡献ꎬ 缅怀先生的

丰硕理论成果和崇高治学精神ꎬ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为此ꎬ 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金海教授ꎮ
▲ (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庄福龄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界的领军人物ꎬ 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毛泽东哲学思想

史等方面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ꎮ 杨老师ꎬ 请您谈谈对庄福龄先生的总体看法ꎮ
● (被采访者简称●ꎬ 下同): 您的评价很中肯ꎮ 我想再补充两句: 庄福龄先生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学派的卓越代表之一ꎬ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开创者ꎮ
庄福龄先生与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枏森先生长期亲密合作ꎬ 切磋学问ꎬ 志同道合ꎬ 令

人感动ꎮ 我作为后学ꎬ 曾多次亲自聆听他的教导ꎬ 研读他的著作文章ꎬ 获益良多ꎮ 值得庆幸的是ꎬ
庄福龄先生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审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ꎬ 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曾给予热情鼓励和亲

切指导ꎮ 所有这些ꎬ 都使我受益终生ꎬ 永志不忘ꎮ 尤其是近 ３０ 年来我和我们团队所从事的马克思主

义传播史研究ꎬ 如果说有一点成绩的话ꎬ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庄福龄先生的思想引领ꎮ 庄福龄先生

于 ２０１６ 年离开了我们ꎬ 但其道德文章、 学术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ꎮ 对庄福龄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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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传承其学术思想ꎬ 特别是对庄福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

献应当大力研究、 弘扬光大ꎮ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提出

▲: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ꎬ 老一辈学者特别是庄福龄先生在

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哪些?
●: 我国老一辈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贡献是很多的ꎬ 特别是庄福龄先生在这方面贡

献巨大ꎮ 其主要贡献是提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ꎮ 大家知道ꎬ 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统领地位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庄福龄先生也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开创者ꎮ 其代表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及其修订稿 «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 就是明证ꎮ
▲: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ꎬ 究竟有何意义?
●: 其意义是非常大的ꎮ 对于任何一个问题ꎬ 人们都可以研究ꎬ 但只有当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

研究和建设时ꎬ 才能对它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也是这样ꎮ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之ꎬ 也取得了不少成就ꎮ 中央编译局的专

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ꎮ 因为中央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ꎬ 所以ꎬ
要使经典著作翻译越来越准确ꎬ 就需要研究和考证有关经典著作翻译的历史ꎬ 特别是要对原有的经

典翻译文本、 版本等进行历史梳理和考证研究ꎬ 也需要对经典著作的原文版本进行历史性的考证和

比较研究ꎮ 为此ꎬ 中央编译局的老前辈们十分重视这项工作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ꎬ 就不断进行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研究ꎬ 同时也开展宣传普及工作ꎮ 比如ꎬ １９５４ 年ꎬ 中央编译局举办了 “马列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展览ꎻ １９５７ 年ꎬ 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４０ 周年ꎬ 中央编译局又与北京图书馆

(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合作举办展览ꎻ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央编译局专家丁守和、 殷叙彝发表了 «从
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书ꎻ １９８３ 年ꎬ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１００ 周年ꎬ 中央编译局举办

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 展览ꎬ 之后编辑整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

中国的传播» 一书ꎻ １９９８ 年ꎬ 为纪念 «共产党宣言» 发表 １５０ 周年ꎬ 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

创作了两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共产党宣言» 并举办了 “ «共产党宣言» 发表 １５０ 周年” 专题展览ꎻ
２０１１ 年ꎬ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ꎬ 中央编译局创作了八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思想的历程»ꎬ
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一书ꎬ 还创建了我国第

一个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ꎻ ２０１８ 年ꎬ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 主题展览ꎮ 这些都是不同时期对马

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成果ꎮ 近几十年来ꎬ 为推进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ꎬ 中央编译局还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世界传播进行了研究ꎬ 特别是对国际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包括 ＭＥＧＡ１ 和 ＭＥＧＡ２) 进行了研究ꎮ 其他大学、 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这些方面也都做了不少工作ꎬ
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但就总体而论ꎬ 这些研究工作还不够全面系统ꎬ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传播研究较多ꎬ 而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的传播及其创新发展的研究比较薄弱ꎬ 特别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传播发展研究不足ꎬ 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建设ꎮ
庄福龄先生既继承前人ꎬ 又超越前人ꎬ 第一次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与我们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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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研究相结合、 与学科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相结合ꎬ 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建设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庄福龄先生主编并出版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

史» 一书ꎬ 被教育部确定为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ꎮ 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ꎬ “交织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ꎬ 把它作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领域ꎬ 聚集充分的资料和人力ꎬ 开展深入的研究ꎬ 是完全必要的”①ꎮ 他还明确提出ꎬ 作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任务、 内容和方法等ꎬ 由此

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理论体系ꎮ 在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该书修订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

史论» 中ꎬ 庄福龄先生又重申了这些基本思想和观点ꎻ 之所以要加一个 “论” 字ꎬ 我理解主要是为

了突出该书的特点ꎬ 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不能仅仅研究经典文本等的传播史ꎬ 更要注重

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创新和发展的历史研究ꎮ
▲: 为什么庄福龄先生能够独具慧眼ꎬ 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 庄福龄先生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这门新学科ꎬ 是与他长期从事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分不开的ꎮ 正如他在 «六十年学术生涯回顾» 一文中所说ꎬ １９４９ 年他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ꎬ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ꎻ １９５１ 年开始在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ꎻ
１９５３ 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进修ꎬ 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ꎮ １９５５ 年之后ꎬ 他一直在中国人民大

学任教ꎬ 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ꎬ 后来又主讲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课程②ꎮ 在 ６０ 多年的

研究和教学工作中ꎬ 庄福龄先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ꎬ 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几十部ꎬ 其中

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ꎬ 包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八卷本)、 «马克思主义史» (四卷

本)、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等ꎮ
这些学术成果充分反映了庄福龄先生的学术成就、 治学理路和心路历程ꎮ 庄福龄先生的学术理

路是 “由论入史” “论从史出” “由史立论”ꎮ
所谓 “由论入史” 即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等基本理论ꎬ 然后逐步深入到研

究马克思主义历史ꎻ 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也是逐步深入的ꎬ 即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ꎬ 再研究

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史ꎬ 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 (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ꎬ 再研究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实际上也开始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ꎮ 可见ꎬ 这是一个对马克

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ꎬ 即从点到面、 从静态到动态、 从发展史到传播史ꎬ 层层深化、 逐步递

进的治学历程ꎮ 没有前面的 “论” 的研究ꎬ 就不可能有后来的 “史” 的研究ꎻ 没有对 “发展史” 的

研究ꎬ 就不可能有对 “传播史” 的研究ꎮ 因为只有对 “论” 有了深入思考ꎬ 才会去追问 “史” 的问

题ꎬ 即追问这些理论观点的发展历史、 来龙去脉ꎻ 只有对 “发展史” 有深入思考ꎬ 才会去追问 “传
播史” 的问题ꎬ 即追问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在中国传播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中国人所选择、 翻译、
理解和接受的ꎮ

所谓 “论从史出”ꎬ 就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和考证研究ꎬ 进一步深化对经典作家理论观点

的认识ꎻ 也只有以史实为根据ꎬ 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ꎮ 只有这样ꎬ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认识才

更全面、 更系统ꎻ 对历史的评价才更科学、 更令人信服ꎮ 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资本主义” 的认

识是在不断深化的ꎬ 晚期比早期的看法更深刻、 更全面ꎮ 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全貌ꎬ 才

能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ꎮ 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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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发展历史ꎬ 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观点ꎮ
所谓 “由史立论”ꎬ 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研究ꎬ 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ꎬ 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ꎬ 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的历史经验和突出特点等ꎬ 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ꎬ 特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研

究ꎬ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播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ꎮ
当然ꎬ 庄福龄先生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新学科ꎬ 还与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历史教学相联系ꎮ 教师教学面对的是学生ꎬ 讲课需要清晰明了ꎬ 而且教学内容需要学理化、
系统化、 规范化ꎬ 还需要对有关理论进行历史考察ꎬ 理清来龙去脉ꎻ 同时ꎬ 还需要联系实际ꎬ 回答

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ꎮ 庄福龄先生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ꎬ 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ꎬ 特别是培养了很

多硕士、 博士ꎬ 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中坚力量ꎮ 正是在长期的教学

实践中ꎬ 庄福龄先生逐步探索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路径和方法ꎬ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传

播史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ꎬ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传播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ꎮ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

▲: 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ꎬ 应当有怎样的学术视野和总体方法?
●: 应当有 “历史” 研究和 “学科” 建设的双重视野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是相

辅相成的ꎮ 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深入研究ꎬ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就不可能提出

并深入推进ꎻ 但没有学科建设的思路和视野ꎬ 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

系和学术体系来建设ꎮ 庄福龄先生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优势ꎬ 并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完美结合起来ꎬ 才提出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研究和学科建设思想ꎮ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主要任务和基本方法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也是如此ꎮ 在庄福龄先生看来ꎬ 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ꎬ 需要确定这门学科的对象、 内容、
任务和方法ꎮ 这应当说是构建这门新学科的总体方法ꎮ

▲: 那么ꎬ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ꎬ 庄福龄先生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一书中

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ꎬ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ꎬ 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传播、 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ꎮ”① 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研究对象的科

学界定ꎬ 同时也为科学界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对象提供了基本范式ꎮ 可以看出ꎬ 在庄福龄先

生这里ꎬ 马克思主义 “传播史” 具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ꎮ 狭义的 “传播史”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本、 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的传播ꎻ 广义的 “传播史” 则不仅研究经典文本、 基本原则和基本知

识的 “传播”ꎬ 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 “应用” 和 “发展” 的历史ꎮ 他强调ꎬ 不

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归结为单纯的历史纪年和史实的陈述与罗列”②ꎬ 而应当作更广泛的研

究ꎮ 概括起来ꎬ 至少要作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在中国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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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ꎻ 二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应用”ꎬ 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ꎬ 由此来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教训ꎻ 三是要研究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 “发展”ꎬ 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创立毛泽东思想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ꎻ 四是要作 “历史比较” 研究ꎬ 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存在的各种思

想流派相比较ꎬ 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生命力ꎻ 五是要作 “国际比较” 研究ꎬ 即把国际上马克

思主义传播情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进行比较ꎬ 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和作用ꎬ 揭

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ꎻ 六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史、 中国现代史、 中

国革命史等ꎬ 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基本功ꎮ 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ꎬ 基本功打扎实了ꎬ 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这门新学科才能发展起来ꎮ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由这门学科的对象所决定的ꎬ 或者说是其对象之界定

的进一步展开ꎮ 庄福龄先生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ꎮ
一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史的关系看ꎬ 这二者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ꎮ 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中国的继续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二者有密切联

系ꎮ 但二者研究的内容又有明显区别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

展ꎬ 特别是要研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 研究、 理解、 接受、 应用、 发展等ꎬ 并对历史

上的重要著作、 重要人物、 重要事件等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ꎮ
二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关系看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有

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围ꎮ 它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ꎬ 既要结合中国实践ꎬ
又要超越对历史事实的分析ꎬ 主要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研究ꎮ

三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关系看ꎬ 二者研究的内容不尽相同ꎮ 中国马

克思主义传播史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要内容ꎬ 但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

义传播、 应用、 发展ꎬ 对其他相关思想理论只作背景性研究ꎬ 旨在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

史作用ꎮ
四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毛泽东思想史的关系看ꎬ 二者研究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ꎮ 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无疑要以毛泽东思想史为重要内容ꎬ 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ꎬ 但又不限于

此ꎬ 还要研究其他思想家的贡献ꎬ 包括历史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 理论家、 教育家等的思想

成果ꎬ 展现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多姿多彩、 奔腾不息的历史画面ꎮ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是什么?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ꎬ 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就、 经验、 规律ꎬ 坚定

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ꎬ 推动党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ꎮ 庄福龄先生认为ꎬ 研究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ꎬ 要以历史材料为基础ꎬ 但又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枝节研究ꎬ 而要从哲学的高度、 从历

史规律的高度、 从指导实践发展的高度来展开ꎮ 围绕这一思想方法ꎬ 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发ꎮ
一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就、 经验ꎬ 启迪人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发展的历史ꎬ 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ꎬ 是中国人民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历史ꎬ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ꎬ 是指引中华民族不断改变自己命

运的历史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通过历史材料分析ꎬ 充分反映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ꎮ
二是要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点、 命运ꎬ 启发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中总结经验ꎬ 走历史的成功

之路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巨变密切联系在一起ꎮ 由此ꎬ 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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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命运十分鲜明ꎬ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ꎬ 从一种学

说逐步转变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ꎬ 马

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不断传播、 普及、 创新发展ꎬ 显示出强大生命力ꎮ 马克思主

义传播史要充分反映这一思想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ꎮ
三是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 意义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改变了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ꎬ 而且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ꎮ 这种改变世界的力量特别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世

界观和思想路线的变化方面ꎮ 如毛泽东通过反对教条主义、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ꎬ 形成全党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ꎮ 这些都是从哲学上解决现实生活

中重大问题的范例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就是要通过这些研究ꎬ 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ꎬ 鼓

励人们自觉学习研究这门新的历史学科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决定了其学术旨趣ꎬ 这就是要通过上述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ꎬ

形成一门新的历史科学ꎬ 建立新的 “历史课堂”ꎮ 具体说来ꎬ 一是为提高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

觉性开辟一个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课堂ꎬ 二是为人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生动的历史课

堂①ꎮ 一句话ꎬ 要引领人们 “守正创新”ꎬ 自觉学习科学理论、 自觉创新科学理论ꎬ 为推进科学社会

主义事业提供思想支撑ꎮ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ꎬ 庄福龄先生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

播史论» 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阐述ꎮ 在他看来ꎬ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ꎬ 当然应当遵

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ꎬ 同时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出

发ꎬ 把握这门科学具体的方法论原则ꎬ 作为我们研究的向导”②ꎮ 这就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提供了基本方法论ꎮ 这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ꎮ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ꎬ 既是认识世界的武器ꎬ 又是改

造世界的指南ꎮ 所以ꎬ 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ꎬ 应当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ꎮ 在理论

上ꎬ 要看这一学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的内容是否科学、 完整、 准确ꎻ 在实践上ꎬ 注重分析理论与

实践结合的情况ꎬ 要看是否把这一理论当作观察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工具、 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社会

的方案ꎮ 这样ꎬ 才能对历史上的理论传播和实践应用作出科学的评价ꎮ
二是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对实践问题的概括和回答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ꎬ 最大的动力是中

国实践ꎮ 所以ꎬ 不能仅仅研究书本理论ꎬ 还要深入研究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斗争、 重大历史

事件、 重大社会问题等ꎬ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不断创新发展的ꎬ 特

别要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中不断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ꎮ
三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ꎮ 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理论之所以伟大ꎬ 就在于面对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和俄国的东方国家ꎬ 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论ꎬ 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ꎮ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

会主义的重大贡献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要充分反映这一点ꎮ
除了上述基本方法之外ꎬ 庄福龄先生还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许多具体方法ꎬ 包括史

论结合、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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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统一等原则和方法ꎮ 在这里ꎬ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

了充分彰显ꎮ 庄福龄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ꎬ 对这些科学方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ꎮ
▲: 除了上述基本内容、 使命任务外ꎬ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还应当研究哪些内容ꎬ 解决哪些理论

问题?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还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分期、 历史条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

的理论特点等进行研究ꎮ
▲: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历史分期问题ꎬ 国内学界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ꎬ 应当怎样解决这

一问题?
●: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分期ꎬ 在庄福龄先生看来ꎬ 应当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与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相一致ꎮ 其中ꎬ 包括建党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等ꎮ 这是十分科学的ꎬ
也是完全正确的ꎮ 他还特别指出ꎬ 对十月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有清醒的认识ꎬ 当时的传播还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ꎬ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片言只语的介绍和解释ꎬ 对此可以研

究ꎬ 但不能对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估计过高ꎮ 这一观点的提出非常重要ꎬ 为我们今天建立这门历

史科学确定了基本的历史划分原则ꎮ 目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分期问题上尚有不同意见ꎬ 历史

分期的随意性较突出ꎬ 所以大力弘扬庄福龄先生的这一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ꎮ
▲: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应当如何深入研究历史条件问题?
●: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研究ꎬ 庄福龄先生也讲得很清楚ꎮ 他认为ꎬ 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ꎬ 与俄国也有很大区别ꎬ 只有深入研究清楚这些历史条件ꎬ 才

能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和规律ꎮ 为此ꎬ 至少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ꎮ
第一ꎬ 要研究近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仁人志士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曲折的

历程ꎮ
第二ꎬ 要研究十月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历史ꎮ 这一点非常重要ꎮ 至今我国思想界还有人弄

不清十月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区别ꎬ 常常把 “民主” 和 “科学”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

旗帜ꎬ 但实际上ꎬ 正如庄福龄先生所说ꎬ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这些思想 “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

义范畴”ꎻ 只是到了五四时期ꎬ 在马克思主义大力传播和影响下ꎬ 大批有识之士才意识到ꎬ 不能只

学习西方的 “民主” “科学”ꎬ 更紧迫的任务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精神ꎬ 要 “反帝”ꎬ
争取民族独立ꎬ 同时也要 “反封”ꎬ 争取国家富强ꎮ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所根本不同

的地方ꎬ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没有 “反帝” 的任务ꎮ 所以ꎬ 简单学习西方是不行的ꎬ 实践证明也是行

不通的ꎮ 今天我们把五四精神概括为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ꎬ 是非常科学的ꎮ 历史证明ꎬ 没

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ꎬ 就没有中国人民的新觉醒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ꎮ
第三ꎬ 要研究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ꎮ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新旧文化运

动交替的时期ꎬ 是历史的大转折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ꎬ 对西

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怀疑、 抛弃ꎬ 对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开始追求、 探索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顺应了历史潮流ꎬ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ꎬ 确立了为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目标ꎬ 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

义传播的产物ꎬ 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ꎮ 二者相互促动ꎬ 推动党的

理论和实践不断前进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把这一经验讲透彻ꎮ
▲: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俄国等相比有不同之处ꎬ 应当怎样研究这些特点?
●: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必须注重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ꎮ 对此ꎬ 庄福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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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确告诉我们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总体上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同ꎮ 比如ꎬ 中国马

克思主义传播是中国人经过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这一科学理论ꎬ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运用和发展科

学理论的过程ꎻ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民主革命时期ꎬ 是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过程ꎻ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是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同学习列宁思想的新贡献相结合的过程ꎻ 等等ꎮ
同时ꎬ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看ꎬ 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也各有特点ꎮ 比如ꎬ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

期的理论传播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ꎬ 民主革命时期的传播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 等等ꎮ 所以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应当把这些特点都讲到位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历史特点、 理论逻辑和实践成果ꎮ
▲: 看来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问题是相当丰富的ꎮ
●: 是的ꎬ 正是以上述学术思想为主干ꎬ 庄福龄先生还就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很多具体历

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ꎮ 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ꎬ 为后来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ꎮ

三、 庄福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与启示

▲: 怎样进一步认识庄福龄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 可以说ꎬ 庄福龄先生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研究ꎬ 二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中国

创新发展的研究ꎮ 这些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革命史、 中国现代思想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研究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ꎮ 因此ꎬ 这些思想成果很好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ꎬ 为后人

深入研究 １００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画卷ꎬ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庄福龄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ꎬ 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

义传播史研究的新范式ꎬ 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ꎬ 打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革命史、 中国现代思想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研究领域的思想空间ꎬ 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的发展ꎬ 也为新近确定的党史党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ꎮ
由此可见ꎬ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新科学ꎬ 可以发挥更大作用ꎬ 既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的一门基础学科ꎬ 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一道来研究和建设ꎬ 也可以作为党史党建学科的

一门基础学科来研究和建设ꎬ 还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 中国现代文化史等的重要内容来研究ꎮ
▲: 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庄福龄先生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ꎬ 继续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

学科建设工作引向深入?
●: 任何一门学科研究和建设都是历史的产物ꎮ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是如此ꎮ

庄福龄先生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以及很多独特的思想观点之后ꎬ 也

认识到这项研究仍然有待深化ꎬ 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的思路ꎮ
庄福龄先生的这些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ꎮ 比如ꎬ 应当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

播史的关系ꎻ 进一步深化对史论关系的辩证认识ꎻ 进一步加强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研究ꎻ 进

一步加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ꎻ 在加强马

克思主义传播史整体研究的同时ꎬ 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断代史、 地方史、 概念史、 人物传

记等方面的研究ꎻ 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建设ꎻ 等等ꎮ (下转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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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ꎬ 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ꎬ 强调哲学的实践化ꎬ 创立实践化的哲

学ꎮ 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具有鲜明的实

践目的ꎮ 毛泽东创作 «实践论»ꎬ 就是为了确立实践的基础性、 决定性地位ꎬ 确立实践的标准和导

向ꎮ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ꎬ 指明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实践要求就是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坚持问题导向ꎬ 内含着实践导向、 矛盾导向ꎬ 把问题作为实践内核、 矛盾所在的概括性表述ꎬ 凸

显了问题的实践功能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内含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ꎬ 二者在问题导向中融为一体ꎬ
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内含着指向问题、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实践逻辑ꎬ
环环相扣、 步步递进ꎬ 构成了以问题为中心、 为主线的实践展开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ꎬ 是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ꎮ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是指引新征程、 实现新使命的科学指导ꎮ 在新征程

创新实践中ꎬ 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ꎬ 推进深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要把包括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在内的 “六个必须坚持” 融为一体ꎬ 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指导功能ꎮ 要把坚持问题导向内化于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创新

思维、 法治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之中ꎬ 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ꎮ 要

不断提高坚持问题导向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ꎬ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实践中ꎬ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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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６ 页) 这样ꎬ 就使得我们未来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更加明确ꎮ
近年来ꎬ 我们的工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ꎬ 由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和建设ꎮ 比

如ꎬ 近年来北京大学以顾海良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开展的 «马藏» 研究、 清华大学开展的 «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由艾四林、 李惠斌和我主持) 等ꎬ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

和考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ꎮ 又如ꎬ 近年来很多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传播

史研究的队伍中来ꎬ 有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国内传播、 国际传播考证研究ꎬ 有的开展各个

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ꎬ 有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方传播史研究ꎬ 有的进行马克思主

义概念史研究ꎬ 等等ꎬ 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ꎬ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研究贡献了力量ꎮ
时代在前进ꎬ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事业仍然需要大力加强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工作者ꎬ 我们一定要继承庄福龄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事业ꎬ 矢志不移ꎬ 奋力拼搏ꎬ 为推进马克思主

义传播史研究和建设工作谱写新的时代篇章ꎮ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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