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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时赋予了其较广泛的含义。它首先是指马克

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也包括后来经列宁、毛泽东等人发展了的哲学思想。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时提马克思主

义，有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主要是经过俄国传播且受其

影响巨大，它更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广义上我们往往习惯将之统称马克思主

义。并且，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故本书在行文

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等提法。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涉及列宁等人的哲学思

想，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概念。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解。

世纪回眸，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

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历史过程，即从著作

片段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

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整个学说、系统理论的研究，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中

国人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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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宣传、解说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一

过程是知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可歌可泣。多少

仁人志士，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抒发了为真理

而斗争的豪情壮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唱响了一曲曲时代悲

歌，写就了一段段威武雄壮的历史。

真实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并非易事。

仅从文字写作上来说，它需要很大篇幅才有可能叙述得较为完整。要对这一课题

进行全面研究，至少要求懂得世界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在此基础上深

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并

且，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来到中国也是首先需要了解的。

故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本书篇章结构的安

排兼顾了上述前提，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它由一个引论和总共七章构成。引论概述

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

传播，并特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日本、俄国—苏联的桥

梁作用。第一章叙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等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初次涉

及，特别是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传播。第二章叙述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接受和传播。第三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

第四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编写哲

学教科书的状况，说明这种编写是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到创新的过程。第五章叙

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堪称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第六章叙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宣传和应用等

情况。第七章叙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最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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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附录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和

传播的情况。本书这种篇章结构的安排，是本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更好地阐

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

下面进一步对本书的篇章结构作一简单说明：

引论首先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最初在欧洲各国的传播，

继之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传播，并特别说明了作为亚洲国家的日

本，和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苏联在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上的重要作

用。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及它来到中国的具体途径，这让一般

读者不需借助其他书籍即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这不仅

会得到一张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全球扩散与传播的“路线图”，也可以从马克

思主义全球性的传播格局中，对中国作为受其影响的东方国家之一这一点更好地

加以把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世界背景，即了解19世纪世界各国尤其

是西欧及北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

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事实，就会更好地梳理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脉络，也

会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

系起来，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挥重要的影响。

第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前史，这对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起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比较重要。述说这段前史是不抹杀中国那些非马克思

主义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功劳，不割断历史。它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

国人是在1899年从《万国公报》首次得知的，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中国人

是在1902年从梁启超于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初次听说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的初步宣传，首功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派组织后来组

成中国国民党，它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

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第二章阐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重要贡献。中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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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唯物史观，突出阶级斗争，

强调社会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

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蔡和森、毛泽东等。这些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

第三章阐述在中国这个文化相对贫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关心中国

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章选择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高语罕、艾思奇、胡

绳、陈唯实、张如心、沈志远等，作为20世纪上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

作的样本来加以说明。

第四章阐述1920—19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

哲学而编写哲学教科书的情况，并选取瞿秋白、李达、翦伯赞以及陈唯实等人的

著作进行述评。这些人的著作可视为从1923年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起步、发展与演化的样本。这一时期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特点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创

新，从作品多样化到趋于以苏联教科书为模式。李达、吴黎平、艾思奇、侯外

庐、罗克汀等人的著作可视为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型演化的个例。

第五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着重探讨了毛泽东何以能成为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创始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何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从其人生

历程看，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爱钻研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紧张的革命战争期间也

抽空发愤读书。毛泽东能在他生活的时代成长为精通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

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巨人，主要在于他勤奋好学，长于独立思考，精于文章写作，

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对深厚的基

础。毛泽东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活动虽然比李大钊等人要晚，但却是

后来居上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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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六章阐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岁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

命”发生以前的17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特点，阐述的重点有三个

方面：其一是宣讲社会发展史，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其二是大规模学习、

宣传《实践论》《矛盾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普及毛

泽东的哲学理论；其三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蓝本新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让中国人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第七章阐述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取得的成绩，并着重阐发了其发展的三个主要特点：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系统了解，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不断创新，对哲学理论前

沿问题探索范围的扩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分支学科迅速建立。

最后，本书附录的两篇论文也有其特殊价值。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著

作在中国百年来的翻译与传播》，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

历史是很重要的。不了解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全过程，就

难以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尽管它属于原著翻

译，但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类著作的引进与传播及哲学理论水平的提

高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依据，在中国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虽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为主的习惯，但其理

论来源仍出于原著。该文重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几个不

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第二篇论文《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

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

播时呈现出多样性。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

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布哈林等的《共产主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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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

入门》，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译著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一起，在传

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了解这类情况，对于

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及理论构成的丰富多彩是非常有益的。

本书采用这种叙述结构，回顾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

展的历程，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总结经验。中国共产主义者从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学说开始，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

伟大理论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在总结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

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居功至伟。首先，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在知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翻译马克思主义

（包括列宁主义）原著和解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著作。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结

合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仿制和撰写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品。再次，这些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挥

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

义及其哲学理论。因此，深入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史，要以全方位

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接受、理解、传播

等情况，并特别考察中国共产党这个精英群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掌握、运用以及发展。

本书在阐述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智慧集体对马克思主

义及其哲学的学习、宣传、掌握和运用时，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唤起

民众、领导广大人民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

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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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唤起者和组织领导者。在20世纪上叶，中国作为东方小农大国，文盲占

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继孙中山之后，担负起唤起民众、发起新的民主

革命的重任。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走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转化为

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确把握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一主要特点，就可以从中

找出带有规律的东西。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注意结合实际来阐释理论，注意

以共产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唤

醒其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但未过多涉及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否则它将会成为

对中国革命历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本书所注重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的百年历史作一梗概式描述，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还应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得到传播，不仅转化为

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并且后来还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引起中国

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巨变。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由于转

换成汉语表达方式，也引起汉语语言形式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

处在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有割不断的影

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许多概念、术语都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又由于共产党人改

造社会的实践取向非常强烈，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德国学者李博指出：“汉语里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

和发展的原因，更应当在语言之外的领域寻找，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和文明的出发点，这个出发

点同西方国家甚至同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都截然不同，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中国共产主义领袖的中国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也影响了他们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

本观念的理解。”a李博的这种解释是有见地的。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

a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3：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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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中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和发展过多地展开阐述。

顺便指出，本书在谋篇布局时有详有略，这是其内容使然。引论的篇幅较

长，因为它要概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它在世界各大洲的传播，概述马克思主义

怎样通过日本、俄国—苏联传入中国，篇幅太短说不清楚。最后一章即第七章的

篇幅也较长，因为它要概述30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学界取得

的成绩，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其他章节的篇幅都不太长，这也同样为其内容所决

定。笔者在叙述时依据其内容尽可能做到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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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传播与来到中国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学说的体系。它一经产生便在世界上形成

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在中国更是有重大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与中国

的走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甚至人们的命运。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后，的

确像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抱有

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一代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

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本书主要阐述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

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本书主要阐述两个方面，其一

是它的理论形态，即它在理论上是怎样传播、发展和演化的；其二是它的社会功

用，即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

是怎样发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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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08年《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译成汉文发表算起，马克思主义及

其哲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如果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算起，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亦近百年。要把这百年的历史叙述清楚不是简单的

事。但本书尽可能按照其历史脉络来展示它的不平凡的发展过程，它的强大的生

命力。

有一些重要的前提需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它最初

怎样在欧洲各国传播？继而怎样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传播？它通过怎样

的具体途径传入中国？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之前，将这

些问题加以简略说明，会形成一个较为整体的图像，人们也可以大致明了马克思

主义是何种理论，它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以及它来到中国的途径。这也

就是将中国作为局部放置在世界整体中、放置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来加

以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学说，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解

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

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

阶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而英国等国家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自13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自

15世纪至17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通，欧洲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纷纷扩展

海外贸易，形成商业革命。金融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不断寻求投资，刺激了工商业

的发展。15世纪至18世纪间由于农业技术的改革与人口的增加，剩余的农业人口

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城市化，带

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推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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