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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一、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马克思主义

解读方法论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下简称《马克

思主义观》)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于1919年
5-11月创作的，发表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写的

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体现了他世界

观、人生观的转变，突出表现在理解问题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论上。

(一)《资本论》研究开启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形

成的科学路径

1.“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于对《资本论》的

研究。关于为什么要研究和怎样研究《资本论》，《马

克思主义观》开篇写道：“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

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

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

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

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

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

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

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

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

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

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

“读经典，悟原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

方法论启示
冯景源

【摘 要】“读经典，悟原理”是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要原则。

这个原则，要求理解马克思主义应重视经典著作的研究，改变以往一些人“用经典，注原理”的做法。李大钊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而写的。两个文献虽相隔100年，探讨的都是马克思主

义，但体现的内容不同。“读经典，悟原理”是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成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百

年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体现的是总原则；李大钊的“马克

思主义观”是从经典著作《资本论》中探讨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侧重点是唯物史观。探讨两者的关系，对于

进一步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读经典，

悟原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冯景源，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北京

1008727）。

【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2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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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

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

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

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

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

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

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

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

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

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

裨益的事。”①对于《资本论》的研究使李大钊产生如

下感悟。

第一，《资本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与

一般人把《资本论》理解为经济学著作不同，李大钊

认为《资本论》可以看到整个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15年理论研究的结晶。他的全部

理论都包括其中。从《资本论》中解读马克思主义，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第二，《资本论》的价值在于它是“世界改造原动

的学说”。这个学说已经在历史上为德奥匈等诸国

的实践所证明。

第三，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正确的。马克思

生于 1818年 5月 5日，而该文写于 1918年 5月，正

是马克思诞辰 100周年的时候。在这百年中马克

思主义于世界大变动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时

也遭受了很多的误解。“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在各

种零散资料的基础上，稍加整理写出来的。这是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自认为这种

理解是正确的，这不仅对他自己有用，而且他愿意

把这种理解分享给读者，以便在读者的思辨中得

出正确的理解。

(二)“史论”在《资本论》研究上的地位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李大钊认为有三派：个人

主义派、社会主义派、人道主义派。这三派各自的出

发点不同，分别是“为己”“为他”和“为慈善、道德”。

古典学派属于“为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属

于“慈善、道德”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属于“为他”的。

李大钊专门考察了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观的特点。

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理

解：资本主义制度以前一般的进化论、资本主义制度

的经济论和将来社会发展的策略论。因此，历史观

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所在。他进一步指出：人类

历史上的各种理论都涉及历史的问题，但是他们的

历史观都是表面的；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深入到社

会内部，揭露社会发展深层次的原因。

(三)《资本论》是马克思几部重要著作的汇集点

《资本论》不同于马克思其他的经典著作，这是

几部重要经典著作的汇集点。“马氏的经济论，因有

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

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

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

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

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

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

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

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
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②李大钊的这段文

字说明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资本论》中历史观的重

要性；二是《资本论》汇集多部著作的思想；三是要理

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与别人不同，李大钊研究这三部著作侧重于历史观，

而且将其和《资本论》联系起来。恩格斯说马克思发

现了唯物史观，李大钊则说明了这一历史观是如何

被发现的。如果说把以上论著与《资本论》相联系，

那么唯物史观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推导、应用来的观

点就不能成立了。更为重要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观和小资产阶级蒲鲁东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区

分开来，同时也就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区分开来。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动态的、发展型的，这是在《哲学

的贫困》中论述的；第二，这种发展型的历史观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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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宣言》那里得到诠释，其要义就是“人类的解

放”。第三，这一唯物史观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以公式的形式公诸于世。

1859年在马克思那里表示的是什么年代?是他

从社会舞台走入书斋，又从书斋走向社会舞台的关

键时期。这表示马克思理论的制定已经基本完成，

以后就是这一理论的运用和丰富、完善的问题了。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时的《资本论》主要是整理、修订

和出版的问题。我们现在说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

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理论认定的问题。对

于这个时间点，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说明：第

一，1858 年 2 月 22 日给裴迪南·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的信：“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

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

加工。”③因为马克思要通过他寻找出版社；第二，基

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出版写信给拉萨尔。同年11月
21日马克思在信上说：“它是 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

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④这个黄金时代是从《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他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是他将要出版的《资本

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研究《资本论》入

手，结合《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这是唯一正

确的门径。

李大钊的研究开启了解读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门

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要走读马克思经典这条科

学大道。

(四)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关系

李大钊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这些理论同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立场的确立。李

大钊通过论证唯物史观和宿命论关系来表现此观

点。他指出：“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

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

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

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

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

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

弊。”⑤李大钊警告无产阶级建立的政党绝不能走

这样的道路，必须具有显明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

的立场。

第二，关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

他举例，工人的劳动力好比机器，当资本家买了工人

这架机器后，如何使用就归资本家。机器不会生产

新价值，而工人这架活的机器却能产生新的价值。

在这新的价值中，工人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报酬，

其余的部分就归资本家所有，这部分是由剩余价值

创造的。对此，李大钊指出：“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

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像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

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

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

然。”⑥李大钊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上，引出了一个

更新的观点——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这种生产方式的

革命观点。

第三，关于方法的问题。这是关于理论分析能

力的问题，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与利润、平均利润率的

关系进行了阐释。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与方法论

的关系上，他认为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利润、平

均利润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剩余价

值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前者探讨的

是资本与利润关系的问题，后者探讨的是剩余价值

创造和分配的问题。在前者，利润和平均利润率来

自何处?来自剩余价值。因此，在前者，即资本与利

润率的关系中，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里显然

是因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产生的。在不变资本与可变

资本的关系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立场、观点和分析

方法的重要意义。李大钊指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这对范畴是马克思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在

分析这一关系时，他将这一对范畴与亚当·斯密(Ad⁃
am Smith)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这一对范畴进行比

较。他认为这两对范畴有很多相似之处。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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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是一种自在的资本，它的价

值还存在于商品中。流动的资本可产生新价值的资

本；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也是这样理解

的。不变资本不增加价值，可变资本——人的劳动

力才能增加新的价值。可是这两种理论得到了不同

的待遇：“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

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

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

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

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

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

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

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⑦这既是为

不变可变资本正名，也是李大钊阐述立场、观点和

方法一致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理论分析

的能力十分重要。

第四，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理

解。这是《资本论》最后的结论性观点。李大钊从两

个方面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一方面指出资本和

雇佣劳动产生于16世纪，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阶级

关系，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它是历史性的生产

力发展的产物。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也会在

历史上消失；另一方面讨论了人权和自由概念的含

义。他说：“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

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

‘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

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

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

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

地底了!”⑧这就非常彻底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标榜

的人权、自由的虚伪性。

以上探讨表明李大钊对《资本论》的研究是与众

不同的。这点可以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找到答案：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

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

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⑨这段话的

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读经典，悟原理”。“读经典，

悟原理”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包含理论联系实际，

还包含精神追求、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

导实践的内容。从范围上来说，它既包括整个共产

党的，也包括共产党人个人的。在李大钊的“马克思

主义观”中内含着这两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学习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在李大钊这里，他突出地淬炼了马克思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容。

二、“从后思索”的方法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中的意义

从“读经典”到“悟原理”需要一定的方法。这一

点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中最为典型。这

个方法就是“从后思索”方法。“从后思索”方法出自

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方法要求选择典型的形态，

从而探索出它的形成轨迹，马克思说的人体解剖有

利于猴体解剖也是这一道理。

德国学者弗雷德·史博德(Fred Schrader)是研究

马克思“手稿”的专家，他曾接受一个访谈，题目是

“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许

是他就马克思的“手稿”而下的结论，事实上马克思

本人并没有这样声明过。马克思“手稿”的研究最终

都归于他的理论。如果按照史博德的看法，马克思

主义的研究无从着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缺乏经典

依据。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应从“手稿”出发，也不是

从“单一的文本”出发，而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

论出发。从整体理论出发，就是“手稿”和“单一文

本”要服从整体。从整体出发，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就

是从一而终的。史博德所提倡的方法显然不可取。

我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就要重视“从后思索”的方法。

“从后思索”的方法也体现在李大钊《马克思主

义观》的研究当中。《资本论》是马克思15年黄金时代

研究的成果。马克思称《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艺

术整体”。它既是经济学的，又是历史观的，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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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哲学辩证法在现代科学上运用的典范。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上三者缺一不可。从三者

关系上研究资本主义，可以说《资本论》独此一家。

《资本论》是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巅峰

之作。《马克思主义观》选择从《资本论》入手，这是科

学的方法。

《讲话》体现的也是“从后思索”的方法。“从后思

索”在《讲话》中表现为研究的门径，是研究马克思主

义首选的方法。“从后思索”方法的运用因人因事而

异。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选择的

典型形态是英国。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观，典型

著作选择的是《资本论》，习近平研究马克思主义时

选择了两点：马克思的人品和人类解放的理论。这

个门径为什么因人因事而有区别呢?在李大钊那

里，是为总结他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

且为了宣传而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选择

《资本论》是正确的。《讲话》的身份不同，这是习近

平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在纪念大会上的讲

话。这时讲马克思主义的门径在哪里呢?最重要的

是要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以及他的光

辉理论——为人类解放的理论。两个世纪过去了，

马克思的人格和他的理论的光辉，仍然在世界各地

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人格和他的理论的崇高

精神则是《讲话》要表述的纪念马克思的门径。《讲

话》中这个门径是“从一而终”的。

《讲话》首先讲的是马克思的人格。“马克思的一

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

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

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

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

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

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

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

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⑩马克思用一生的理论活动

和革命实践活动践行他青年时期许下的诺言。“马克

思毕生忘我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马克思

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为了《资本论》的写作，‘我一

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

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马克

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

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

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这两个方面是浑然一体的。在我国学界，这样

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新的形式。这是一种

以历史的逻辑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方法，是

从一而终体现出来的最高境界——为人类的解

放。这个“从一而终”的理论，最初在马克思论述共

产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关系中这样表

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

物质力量’。”这一段引文着重说明《德法年鉴》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两个“武

器”理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

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

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

会解放成为人。”

关于马克思两个“武器”的理论必须做一个说

明。这是马克思1844年从革命人道主义转变到共产

主义时期的理论成果的标志。有的论者把马克思此

时的思想称为哲学共产主义。在《德法年鉴》上，马

克思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批判了鲍威

尔认为宗教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的观点，提出人类

解放有三种形式：宗教解放、人权的解放和人类的解

放。以获得私有财产权为标志的人权的解放只是人

的解放的一种形式，共产主义才是人类解放的最高

形式。

《讲话》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阐述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形成：“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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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

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

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讲话》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经典著作的

依据，着重指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

变。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

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

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它

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

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

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以上是《讲话》的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关于马克

思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崇高人格，另一部分是关

于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建构的科学理论——马克思

主义。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讲话》的结束语

所说的：“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

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今天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和习近平的

《讲话》联系起来研究，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应采取读经典这一科学的方法。

三、主体理论——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上的

意义

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往往缺少一

个重要的理论——主体理论。我们常说理论联系

实际，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又研究“从后思索”

的方法论问题。现在我们要问：这是谁的活动呢?
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政党是活动的主体，缺少

了这个主体，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学者

专业学识能力的展示了。主体问题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本来是包含着的，由于我们长期从不同的

“部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就被忽视掉了。

现在关注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受到李大钊论文

的启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相结合。

(一)理论和实践内在结合的关键——政党主体

政党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内在结合的

关键，是破解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环节。缺少了

这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不可能得到真正

的理解。

在《讲话》中曾这样阐述二者的关系：“在马克思

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

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

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

治力量。”在以往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政党理

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学呢?还是属于哲学呢?或是属于

科学社会主义呢?学者们很少提出这样的疑问。因

为这样的内容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可是，这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

政党理论为什么说是必不可少的呢?历史是这

样证明的。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在

先，政党理论制定在后。马克思说自己研究经济学

15 年，这 15 年是从 1844 年到 1859 年，也就是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 1859年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政党理论的制定是在“第一

国际”时期，“第一国际”存在的时间是 1862 年到

1874年。这十多年马克思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根据

自己已经形成的理论，把刚刚觉醒的国际无产阶级

组织锻造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是这样的。他的理论对无产

阶级来说属于“精神武器”，是一种客观的理论存在，

必须找一个主体来实践。这个主体就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政党。“第一国际”时期，虽然《资本论》还没有出

版，但是他的理论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一国际”是运

用理论的实践。

《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年出版，也是“第一国

际”活动的重要时期。这时马克思忙于两件事情：一

件是《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另一件是“第一国际”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锻造。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就是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寻找一个实践的主

体。实际上，从思想理论形成的过程来说，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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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很早就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实践的主

体。《共产党宣言》与“正义者同盟”的关系就是这

样，只是那时的工人组织还没有发展到接受这种理

论的程度。1848年的“正义者同盟”主要是德国的

手工业者，到了 1862年英国举办博览会，这次博览

会为世界各国的工人代表一起商议联合的问题提

供了机会。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聘请马克思参加

并入选起草宣言和章程的委员会。马克思提议，依

据当时国际工人阶级的状况，应当首先制定章程。

当代表大会同意后，马克思主持制定章程。(这方面

的情况我有专文《马克思主义“三者统一”发展的第

三个理论驿站——第一国际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的锻造及其研究的意义》)。现将有关内容介绍

如下：

第七条(a)｛这里(a)的内容表示的是增补的。因

为当时有人主张工人运动放弃政治斗争和社会改

革。在这之前，国际工人运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争

取福利的经济斗争上。现在提出政治斗争和社会改

革引起了大会的争论，马克思主张后者。经过大会

讨论以后补充了以下的内容——引者｝工人阶级在

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

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

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的组织成立政党是必要的，为的

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

目标——消灭阶级。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已经团

结起来，同样应该成为反对他的剥削者的政权斗争

中的杠杆。“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

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

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

使命。”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通
过后，马克思进入总委员会成为第一国际的主要领

导人。马克思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按照《章

程》的精神进行的。《章程》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的

说，是“两个武器”理论的发展。在这里有两个显著

的内容：“精神武器”以《资本论》的内容来体现，“物

质武器”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体现。二者的结合，

我们又可以用《资本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经”来

表示。

《讲话》主要内容之一是论证理论联系实际的关

系。这一关系无疑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自身的治

理为前提，说的是打铁需要自身硬的道理。我国理

论界很少注重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论述，这和

我国的理论界分别论述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有

关。如果从经典著作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也许就不

同了。李大钊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大

钊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思考的或者研究的

是政党建立的问题。虽然他因为有事没有参加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他和陈独秀一样都

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缔造者。李大钊的思想经历

了从理论到组织政党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

观》是他理论进展的标志。他的建党理论可以用他

的两篇文章作为代表：《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工人国

际运动略史》。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922年 5月 6日发表于

《晨报》)着重讲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马克思受到

了国际大会的邀请：“马克思先生：亲爱的先生!本会

组织委员会敬请先生到会，携此通知来，便许入会

场。”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马克思参加这次代表大

会主要做的事情——拟定第一国际的宪法草案。

文章把马克思在历次国际大会上做的事情用列表标

出，特别突出了章程的内容。

《工人国际运动略史》(1923年 5月 1日发表于

《晨报》)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写下

的。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人党和资产

阶级政党的区别。德法两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为了

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发动战争，把战争看成是为国

家而战；可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又

可以联起手来，停止了战争。1871年德法战争的后

期，为了对付巴黎公社他们便联起手来。工人党则

不同，“工人的国际运动的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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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是国家的而是阶级

的。”这是解释马克思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上讲德

法战争与巴黎公社的例子。1871年，德法两国为了

争夺一块土地发生战争。而两国的工人政党相互致

电，携手反对这种战争。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奥古斯

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因为在国会投票反对这种

战争，被政府以“图谋叛国罪”逮捕入狱；在法国则以

阴谋刺杀波拿巴，一些国际的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马克思用其教育国际工人组

织。在李大钊这里，也是用其教育中国的工人阶

级。二是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他们知道刚是

靠着零碎的秘密结社或是革命的暴动不能够达到他

们的目的，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非以国际的运动遍

全世界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不可。他们很

感觉着有宣传这个道理的必要。马克思实为此运动

的指导者。”这里也是阐述马克思在《章程》的观点，

说明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为政党，才能进行有效的

政治活动。

以上的探讨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中，

从理论信仰到政党组织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合

乎逻辑的。

(二)从主体到实践的发展是破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从主体到实践的发展是破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又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这一环节的论述，是《讲话》

的重要内容。我国理论界对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已

经非常的熟悉。但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理论思维的关系论证的还很少，

需要进一步讨论。

《讲话》的内容不是重温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

系，而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怎样发展的，

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在具有理论思维的情况下进

行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马克

思的理论的基本成熟。这个过程有两种形式：一是

理论的深化；二是锻造一个革命的政党，通过政党来

实践。对于前者来说，我们以两个创造性的理论为

例：一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分为高

级阶段和初级阶段，另一个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

谷”的理论。在共产国际时期，他要缔造无产阶级政

党来实践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通过

无产阶级政党(主体)再加理论思维(即理论的再创作

过程)，才可能有新的实践活动。

依据以上对马克思改造世界新的逻辑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看《讲话》中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

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怎么改造的

呢?“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

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

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

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

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两段话包

含四个重要的要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和实践。这四

个要素从逻辑上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或称基本原理(客观的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认识的主体和理论思维)、改造世界的实践成果。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所呈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新逻辑。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中国的三个“飞跃”：站起

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些“飞跃”是怎么实现的呢?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团

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

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

体实践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

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

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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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

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三个飞跃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取

得的，都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发生的。《讲话》中

说的第一个“飞跃”，就是共产党人在坚持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下进行了“艰辛探索”实现的。这个“艰辛

探索”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共产主义。另一个方面，把中国的国情

放到世界的关系中进行考察——即从具体实践的视

角来考察。这时就会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理论

是何等的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共产主义的初

级阶段上；处于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当今的世界条件

下如何发展呢?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简
称跨越发展理论)又是一个创造性的理论。这两个

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形成的理论，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艰辛探索”的

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论思维的

创造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来是没有的，可

是从根本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人类发

展规律的科学的理论。第二个“飞跃”(富起来)是
怎么理解呢?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

放。开放就是跨越发展，不是靠渐进而是通过开

放和世界市场接轨，把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引

进来发展自己。把国外几百年走的路，我们用几

十年就完成了。第三个“飞跃”(强起来)又如何理

解呢?是在开放性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

全方位深层次的开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下强起来。

以上论述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

或一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主体)、马克思主义

的实践理论(这个理论中包含着理论思维)以“飞跃”

的形式表现的实践成果。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客观存在、无产阶级政党这

个能动的主体、以“飞跃”形式表现的实践(包含理论

思维)的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逻辑。这个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制定的时候就潜

存着，只是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的完善。这个逻辑

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的逻辑。在此逻辑下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是常用常新的。因为具体的实践是

常新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后的落脚点是人类的

解放。这个基本原理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

说，在取得政权之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要任

务，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没有统一的模式；获得

政权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在经济上主

要是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方面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要靠理论思维对具体实践

作出判断来创造性地实践。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最后可归结为“马克思

主义行”。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行”只有一条路：读经

典，悟原理。读经典，悟原理有多种方法，其中有一

个很有效，这就是“理论驿站”。

四、“理论驿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上的重

要作用

理论驿站，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总

结出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应当采取的方

法。唯物史观的制定是理论驿站研究方法形成的突

破口。

(一)理论驿站

理论驿站是两个词语的组合词。第一个词是

驿站，指的是古代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官员中途暂

住、换马的地方。第二个词是理论，这里的理论特

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两个词组合起来，就是指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采取理论驿站的方法。

当然，理论驿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意，而是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应当采取的方法。这里

的驿站，与通常意义的驿站有所区别。驿站只是

个歇脚、换马的地方；而这里说的驿站像梯度，每

一站都不同：它既是前一站的结果，又是下一站的

起点。它带着以前的研究成果继续向前，使之不

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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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驿站是怎么来的?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

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不是

一个人的经验，我将其归纳出来供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工作者参考。

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班毕业

以后，我在大学教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几

十年过去了，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发现这个原理不

能说明改革开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注重

的是一般规律。可是我们的实践是根据我们国家的

情况选择的一个具体的道路，这就是规律和道路的

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我着重研究了马克

思的跨越发展理论，写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

理论的制定——再读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

信〉》一文。此时，我国学术界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

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学术争鸣。这次争鸣最有影响

的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

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郭大俊《“马克

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引者)提到的

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

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

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

物。”高放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理论，可用5个
字表示——为人类解放。

这次学术争鸣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认识：从原理进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是“三个组成部分”吗?不是。那么如何理解

马克思主义呢?这个时候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两种理

论探讨的倾向：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种

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

版。前者统称为“西马”的研究，后者统称为马克思

主义教材的“工程”。这两种研究都涉及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其中有影响的是两次“异化热”。

第一次是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

本论》中的异化问题引起的。这时的理论界认为马

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是人道

主义的，而后期《资本论》唯物史观是早期人道主义

异化理论的“蜕化”。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放在

历史中进行比较考察。我国理论界一些人不重视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对于早期著作《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和晚期《资本论》的关系特别是进行

历史比较的研究甚少。这对我国理论界而言是一个

“闷棍”。

第二次也是由于异化问题引起的。这次是通过

“异化”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对立的，说

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这是

离开了历史条件从外在的形式上攻击马克思恩格

斯。由于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按照三个板块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研究，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

史过程，也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闷棍”。

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的研究，应该说是

我国理论界的一个短板。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

说明。第一，平面研究法。“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平

面结构，从历史上研究如何下手呢?这是长期以来没

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单一文本解读法。“西马”

很多的论者是这样做的。如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我

国有的学者也曾这样做过。比如从《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引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第

三，推广法。长期以来，理论界和教材中流传着历史

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的观点。持这一观

点首推的是《简明哲学辞典》，其次是《简明社会科学

词典》。前者在“辩证唯物主义”词条中说：“马克思

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推广去认识

社会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极其伟大的

成就。”后者更简单，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条目中

说的：“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生

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用词(辞)典来宣传的

影响很大。

影响理论驿站研究方法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就

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学风。自从两个“异化热”之

后，我国学界自发地出现了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的风气。这股风气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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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探讨。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

经典著作中寻找出路。北京高校中一些从事马克

思主义教学的教师和研究生不定期举行研讨会，每

次都有一个主题发言人，自由发言、相互交流。这

种方法非常好，特别是在方法论上互相进行启发。

我是后来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研究的方

法，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这期间，就关于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问题，我写了一些争鸣

的文章。这次我的新书《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

史论纲》(光明日报出版社)，我就选了10篇文章载入

其中。

(二)唯物史观的制定是理论驿站研究方法形成

的突破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风中，经常探讨的

是唯物史观的形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特别是在早期的著作

中，无论是“手稿”还是已经成熟的著作多涉及历史

观问题。可是当时理论界注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后者被认为由前者逻

辑推广而来。在推广论中，唯物史观的制定是一个

平面结构，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唯物史

观的制定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在前者体现的是一

个单一文本的形式，在后者体现的是哲学和经济学

合璧发现的历史。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经典著作学风中，在各个研究者的发言中都能体现

出来。

历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出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被阐述，在后来的《哲学

的贫困》一书中，以哲学和经济学合璧的形式做了进

一步的论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公式

的形式公诸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都认真讨论过以

上这些著作。这些讨论会给人的启示是：马克思主

义某一些重要观点的制定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要探

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要重视经典著作，第二是从

历史上来看待理论的形成：从经典著作来探讨某一

观点形成的历史，这种路径就是理论驿站。唯物史

观就是由这种理论驿站的方法形成的。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及其与理论驿站的

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在

研究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

避的：马克思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
实践，是实践中孕育的理论问题，有时马克思称为

“历史之谜”。不了解当时的实践，也就不可能理解

这个问题研究的意义。唯物史观被提出来，它的前

提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为什么要批判黑格

尔的法哲学呢?是因为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实践。

这个实践是由两个理论问题构成的：一个是物质利

益的“理论困惑”，一个是关于共产主义理解上的“理

论困惑”。这两个困惑和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有关

系：一个是哲学，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问题

又都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历史观有关系。这样，批

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理论建树的必

由之路。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只能从马克思经典著

作的内在关系中找到答案，不可能有别的路子。这

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解答过程，还不是唯物史观本身，

只是引起理论研究的缘由，我们称为孕育的过程。

唯物史观有一个孕育的过程，马克思的其他的理论

也是如此。

对唯物史观孕育过程的研究，开始了马克思主

义“立体结构”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是各部分的平

面结构，也不是逻辑结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立体结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整体与理论驿站的关

系。艺术整体原来是马克思用来形容《资本论》的，

这意味着《资本论》是一个艺术整体。这里主要是说

他的第1卷《资本论》，而且着重说的是其概念体系：

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

价值的分配、分配的不平等，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产生。

艺术整体从概念的关系上来看，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历史的逻辑的关系，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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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用到马克思主义与理论驿站的关系上来理解，

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艺术整体表现

为一系列理论驿站的有机结合，如果没有这些理论

驿站，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空壳；另一方面，这个理

论驿站既不是哲学的，也不是经济学的，更不是单一

的历史观的，而是它们内容的组合。马克思主义的

艺术整体，不是单一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是由这些理

论组成的各个理论驿站。这时《资本论》的艺术整体

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整体。这个变化也只能从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来探寻。在这方面，李大钊的

《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一个典范。他的“马克思主

义观”不是从单一的组成部分进行理解，而是求解于

三种不同的经典论著：《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第三，理论驿站的开放性。实际上这也是进一

步理解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开放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从

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制定，主要是根据欧

洲的实际进行的，选择的典型形态是先进的英国。

在历史观上，重要的结论是五个社会形态“依次演

进”。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出了欧洲，在后进东

方——亚洲国家蔓延。马克思主义适应不适应这些

国家呢?这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了考验。马克

思研究了东方后进国家的国情，进一步推进了自己

的理论。这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简称跨越

发展理论。“依次演进”是社会发展规律，跨越发展是

社会发展道路。前者是参考系，后者是根据具体实

践选择的道路。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辩证关系增

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艺术整体之中，表明了马克

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自我丰富发展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实践，实现了三个飞跃：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走的是跨越发展的道路，这是完

全正确的。这种正确性可以用下面的两个理论来表

示。第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个，“读经

典，悟原理”。二者是联系的，特别是通过经典著作

和方法论联接起来。现在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这样

两个理论挺胸阔步，奔向新的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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