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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７０ 年:
历史演进、 发展成就与时代趋势

——— “第六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 综述

亓 光　 魏凌云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矿业大学联合主办ꎬ 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和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的 “第六

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 在江苏徐州召开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

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ꎬ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宋学锋ꎬ 中共徐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冯其

谱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副所长金民卿分别致辞并做主题报告ꎻ 前民主德国

总理、 德国左翼党名誉主席汉斯莫德罗ꎬ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系副教授格拉

奇科夫ꎬ 中国匈牙利友好协会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和匈牙利前大使、 港澳办前主任、 港澳

台司前司长朱祖寿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

和波兰前大使徐坚ꎬ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柴尚

金先后作大会发言ꎮ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联部研究室、 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 四川大学、 苏州大学、 云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以及相关媒体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７０ 年” 这一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讨ꎮ
１. 新中国 ７０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与经验

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 ７０ 年的征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ꎬ 究其原因ꎬ 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善于总结、 深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规律的认识ꎮ
姜辉指出ꎬ ７０ 年来ꎬ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不断拓展ꎬ 研究主题逐渐丰富ꎬ 问题意识日趋明

显ꎮ 中国学者译介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著作ꎬ 推出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

果ꎬ 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学者坚持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相结合ꎬ 不断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推向世界ꎮ ７０ 年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成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引领ꎬ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成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典范ꎮ 这一思想体系科学地构建了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形态ꎬ
中国成为 ２１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ꎮ

在正确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ꎬ 金民卿认为ꎬ 实现二者双向互

动的理论前提是厘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ꎬ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走出去” 与国外马克思主义 “引进来”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ꎮ 首先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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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ꎮ 有些人以 “马克思主义来自国外” 为依据ꎬ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归属于国外马克思

主义ꎬ 这一观点混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边界ꎮ 我们必须明确作为中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ꎬ 是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观点与方法ꎬ 具有普遍真理性ꎬ 因而不存在内与外、 中与西的问题ꎮ 其次ꎬ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走出去” 具有必然性与可能性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创造性内容ꎬ 部分成果虽基于中国特点而创造ꎬ 具有特殊性ꎬ 但是可以为与中国相似国情的国家提

供借鉴ꎮ 最后ꎬ 需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 “引进来” 的标准与内容ꎮ
总之ꎬ 我们要在回顾历史、 总结经验时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场与方向ꎮ 姜辉从整体性研

究角度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ꎬ 从整体上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规

律ꎬ 集中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ꎮ 其次ꎬ 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和研究国外马克

思主义ꎮ 再次ꎬ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区分根本性质ꎬ 辨析基本观点ꎬ 挖掘积极内

容ꎮ 最后ꎬ 从整体上全面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ꎬ 处理好世界资本主义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三位一体的关系ꎮ 金民卿认为ꎬ 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

双向互动的目标ꎬ 今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坚持以下立场: 第一ꎬ 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发展

需要引进国外马克思主义ꎬ 而不应该脱离中国的实际ꎮ 引进的目的是发展中国的实践和理论ꎬ 而不是

为了推广某一个国外理论家的观点ꎮ 第二ꎬ 引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更好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ꎬ 而不是为了取代、 弱化甚至消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ꎮ 第三ꎬ 必须坚持自主地引进国外马克

思主义ꎬ 而不应该按照某些外在要求ꎬ 或者说某一些势力的需要来引进ꎮ
２. 世界社会主义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ꎬ 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

上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ꎬ 是当前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ꎮ
汉斯莫德罗指出ꎬ 在欧盟沦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的背景下ꎬ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

会主义者极为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ꎬ 寻找未来发展的出路ꎮ 欧洲社会主义

者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ꎬ 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ꎬ 但要杜绝全盘移植的错误做法ꎬ 应坚持

创造性地分析、 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根据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特点ꎬ 创新马

克思主义理论ꎮ 朱祖寿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谈香港回归ꎬ 他认为ꎬ ７０ 年来ꎬ 无论是中国的国

际地位、 国际影响还是在国际上的作用ꎬ 与建国初期不可同日而语ꎮ 正是中国的发展强盛ꎬ 香港才

得以顺利回归祖国ꎮ 中国已取得全世界公认的辉煌成就ꎬ 仍要继续坚持以下三点: 第一ꎬ 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ꎻ 第二ꎬ 冷静、 客观、 全面地看待香港问题ꎻ 第三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拓宽

交流领域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 ２１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李瑞琴基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ꎬ 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ꎮ 她认为ꎬ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革命阶段、 建设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ꎮ (１) １９１７ 年十月

革命至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建立ꎬ 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ꎬ 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

制度两种制度并存的时期ꎮ (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
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主ꎬ 阵营不断壮大ꎮ ２０ 世纪中期ꎬ 在美苏冷战与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下ꎬ 社会

主义国家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中出现困境ꎮ 各国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ꎬ 改革的呼

声越来越强烈ꎮ (３)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ꎬ 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改革阶段ꎮ 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百

年低潮之时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前行ꎬ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ꎮ 这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

振兴ꎬ 具体表现为: 第一ꎬ 形成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ꎬ 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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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鲜活生命力ꎻ 第二ꎬ 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ꎻ 第三ꎬ 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境界ꎬ 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大大增强ꎬ 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ꎮ
３. 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动态

追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动态ꎬ 服务我国理论创新与发展ꎬ 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

本工作ꎬ 也是本次论坛的议题之一ꎮ
关于 ２１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态势问题ꎬ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袁群阐述了尼泊

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ꎮ 他指出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 马克思主义在尼泊尔迅速传

播ꎬ 尼泊尔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ꎬ 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ꎬ 形成了尼

泊尔马克思主义ꎮ 从总体看ꎬ 尼泊尔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ꎬ 但目前面临着将马克思主

义与治党治国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挑战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莉介绍了美国中共学研究的问题与

趋势ꎮ 目前美国中共学研究面临困境ꎬ 除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西方中心研究范式之外ꎬ 还受

到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其学科偏好的影响ꎮ 这些使中美双方联合性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研究内容

不断被细化和分化ꎬ 美国中共学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不稳定、 不确定和不平衡状态ꎮ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研究员赵超回顾了近 ７０ 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历程ꎬ 她提出ꎬ 法

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ꎬ 传播的前提是与法国传统相结合ꎬ 在初期曲折发展ꎻ 第二ꎬ 马

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同政治实践密不可分ꎬ 尤其受到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大政治组织的影响ꎮ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法国实际的结合ꎬ 即理论受到政治组织、 知识

分子的战略性推动ꎻ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现实性与适应性ꎮ
关于国外左翼运动发展的新样态问题ꎬ 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高建明指出ꎬ 美国左翼呈现出话语

体系多元化、 动员方式网络化、 选举力量分散化的基本现状ꎬ 这些现状带来了工人阶级与少数族裔

之间的割裂、 美国社会运动迅速壮大、 美国民主党获胜的可能性与影响力降低的问题ꎮ 但是ꎬ 这些

问题仅关系美国左翼崛起的具体时间ꎬ 如果美国左翼能够及时整合身份话语与阶级话语ꎬ 弥补网络

化动员方式的不足ꎬ 及时与民主党形成良性互动ꎬ 将缩短崛起时间ꎮ
关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要义问题ꎬ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冯旺舟

以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指出ꎬ 以伍德、 布伦纳、 科米奈尔、 波斯特为代表的政治马克

思主义ꎬ 经历 ４０ 余年的发展ꎬ 呈现出三代的代际发展ꎮ 政治马克思主义主要揭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ꎬ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ꎬ 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

势ꎮ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姜霁青从艾伦伍德视角梳理了历史变迁中的生产与阶

级ꎮ 他认为ꎬ 从思想来源看ꎬ 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首先来自马克思ꎬ 同时深受布伦纳和汤普森理

论观点的影响ꎮ 这一理论重视生产体系的社会属性ꎬ 主张对历史变迁进行 “经验地说明”ꎻ 在资本

主义起源问题上反对 “空隙论” 解说模式ꎬ 在剥削关系上高度重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

质性ꎻ 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与历史性ꎬ 认为阶级政治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ꎮ
经过讨论和交流ꎬ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ꎬ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时代责任重大、 意义深远ꎬ 而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坚定的理想信念ꎬ 是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争议、 保持理论批判

的坚定立场、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实际ꎬ
警惕西方话语陷阱ꎬ 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发展ꎬ 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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