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纪念马克思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科学社会主义论坛冶 综述

韩摇 玲摇 吴湘梅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 《共产党宣言》 发表 170 周年,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科学社会主义论坛于 2018 年 4 月 21—22 日在江西南昌举办。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与江西师范大学共同承办。 论坛的主题是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党校、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南开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马克思主义研

究》 《红旗文稿》 《人民论坛》 和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参与交流。
论坛主席、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校长王伟光教授在书面致辞中提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就是要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从严治党, 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 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奋力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党

委书记邓纯东研究员在致辞中希望高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研究工作者重点研究三个问题, 即讲清楚

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 系统梳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加强研究和宣传这一思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最新理

论成果的重大意义。 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光华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一、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马克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科学如何进步, 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

力, 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因此, 隆重纪念 “千年第一思想家冶 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马克思? 进入新时代, 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 但有 “三个没有变冶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
一是理论主题没有变。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任洁研究员指出,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做出诊断的客观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仍然要回答 “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冶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冶 的 “时代之问冶,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 需要马克思主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童晋副教授指出,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台竞技的过程中, 要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就要更坚定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
二是价值追求没有变。 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认为, 造福人民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和

使命,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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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科学本质没有变。 《红旗文稿》 杂志社编辑李民圣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识当代资本

主义最有力的武器, 当今东西方都存在的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和如何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 只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第二, 我们需要纪念什么样的马克思? 任洁认为, 我们需要的是及时回应新时代需求的马克思

主义, 能够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能够把握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马克思主义。
华侨大学周世兴教授认为, 马克思的伟大人格, 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严谨勤奋、 求真务实、 批判

创新、 合作与斗争等优秀的精神品格, 这是推动马克思勇攀科学高峰、 创立划时代理论的巨大力量。
江西师范大学王玲玲教授通过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 “共产主义信仰冶 的论述, 驳斥了

共产主义信仰问题的 “回避说冶 “否认说冶 “放弃说冶 等观点, 并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是坚守

共产主义信仰的一生, 他们为实现这个崇高的信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三, 我们怎样纪念马克思? 江西师范大学祝黄河教授提出, 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 需要更好

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做到 “四个分清冶, 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准确把握时

代特征, 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三化冶。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在完成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二、 纪念马克思, 重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 不忘初心, 回归经典。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 “真经冶, 纪念马克思, 首先要

念好马克思的 “真经冶, 原原本本地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学到手, 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国家信访局贾德贵教授、 辽宁师范大学李玉珂教授认为,
从 《共产党宣言》 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旨, 在于其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鲜明的现实感

和时代感、 强烈的阶级性和群众性、 深厚的人文性和主体性。 牢固树立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深入理解不忘初心的历史价值。 重庆理工大学徐茂华教授梳理了马克

思的国家治理思想, 提出了以党的领导为保障、 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首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方向、 创新国家治理体制、 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精神家园五个方面的现实价值。
浙江财经大学华正学教授指出,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为现阶段精准扶贫、 攻坚克难提供了启示。

第二, 不忘初心, 从严治党。 习近平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 “四
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根本保证。 中央党校

洪向华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周利生教授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坚持党的领导, 就要从严治党。 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社科院

马研院贺新元研究员从十八大以来党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革命的经典论述中, 提出

新时代要以党的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贵州铜仁学院皮乾坤教授、 中国社科院马

研院陈建波等学者均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对从严治党的理解。
第三, 不忘初心, 造福人民。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 就以谋求人类解放和幸福、 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明伟研究员从 “红船精神冶 与十九大精神的

对比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 即永不懈怠、 奋勇前行, 一心为民、 无私奉献,
“红船精神冶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是我们党起航时的初心, 要不断从中获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精神原动力。 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武春霞认为, “以人民为中心冶 思想的提

·751·

在纪念马克思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出,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 对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

导意义。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刘须宽提出, 站在 “真理和道义制高点冶 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

方法论意义, 对于发展中国家革命、 建设和发展, 乃至全球秩序的重建、 人类未来路径的选择具有

重要价值。

三、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

第一, 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邓纯东在主旨发言中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五大基本特征和内涵冶 提出了新解, 指出, 这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 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新时代,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 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

代。 实现复兴伟业,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激励。 湖南省社科联汤建军研究员指出,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要有 “三个始终冶, 即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始终高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精神, 始终高度凝聚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要做好 “三个坚持冶, 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

原则,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和落实群众路线。
第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外交学院余科杰教授指出,

新时代观、 新发展观、 新党建观、 新全球观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

性贡献。 温州大学夏春雨、 南开大学江家城在对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的基础上, 指出了下一步研究的趋势将是学理性与实践性、 整体性与独特性、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并

进研究。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本质要求、 崭新内容、 光明前景、 根本保障、 国际主义精

神等六个方面辨析了这一新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意义。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刘志明研

究员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贡献解决人类问题的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个方面, 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

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世界意义。 河南社科院王承哲研究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实践、 创新三个

维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视野, 他认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 唯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第四, 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与传播。 北京工商大学姚洪越提出,

要从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三个维度来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人民论坛》 杂志社陈阳波副总编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进行了探讨, 指出, 在当前思想理论网络传播面临诸多挑战

的形势下, 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 始终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 研究者和传

播者, 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总之, 我们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 就是继承马克思的事业, 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张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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