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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5月5日，德国边境小
城特里尔，想必伴着一声啼哭，卡
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此。多年
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发
现，记住1818年5月5日这天特别容
易，“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得资本主
义呜呜哭”。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
是马克思一生事业中最为世人所知的
之一。

200 年后，4 月 23 日，中国首都
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
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
理力量。

从一个伟大人物诞生，到一个伟
大思想在东方大国落地生根，照耀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间跨越
何止万水千山，时针在表盘上转过何
止万轮千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
信仰，是力量，是原理，是精神，是事
业，是实践，更是开启新篇章的武器。

伟大也要有人懂
1918年，整整100年前。
一个 26 岁的湖南青年开始了他

的“北漂”生涯，初来乍到，只能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起助理员，月工资
8 块大洋，住的小屋里挤满了 8 个
人。境况虽不好，却很适合求知，因
为图书馆的常客中包括那个年代许多
风云人物。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诞
辰100周年之际，他第一次知道世界
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
事。

31 年后，新中国成立在望时，
这位叫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写文
章感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
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
了变化了”。这一天是 6月 30日，第
二天就是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

历史充满巧合，马克思诞生那
年，黑格尔应聘到柏林大学任教；马
克思进入柏林大学那年，黑格尔去
世。如今人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哲学
从黑格尔那里获得诸多教益，又批判
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时间的巧合，为历史增添了几分
庄重。但穿越200年的时光隧道，人
们已难以想象，马克思何以成长为马
克思。人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在遇
到问题时，在困惑茫然时，重新想起
马克思。

韩毓海对马克思真正的记忆，始
自 2003 年。时值非典期间，他走入
北大附近一家旧书店，看到角落一整
套黑皮精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一问价格，店主懒懒地回应：“一
百。”见他惊讶，店主会错了意，改
成了“八十”，而且当场捆好，用自
行车推到了韩毓海家中。

读完之后，韩毓海自评，“我这
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
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
史诗狭路相逢。”“四十岁之后方才知
道：面对我自己关注的课题——从长
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
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
进益的。”

从那之后，这位中文系教授便开
始“跨界”，有关马克思的书一本接
一本出。《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
尔到北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

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
马克思》……

正如书名所示，伟大也要有人
懂。伟大的思想与理论，需要人懂，
更需要人实践。

不能有丝毫动摇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陈先

达已 88 岁高龄，依然思维清晰、声
音洪亮。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从 1953 年进入人
大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起，已经
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整65年。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
我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哲学家那
里学到的要多得多，受益最深。”陈
先达感慨。他喜爱老庄，也读过许多
西方哲学家著作，但没有什么能与马
恩著作相提并论。

于人如此，于国亦然。
“中国共产党人有理由和有必要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陈先达
告诉本报记者，“因为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才开天辟地出现
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
分子才从黑夜的摸索中找到了走出民
族存亡困境和走向民族复兴的理论指
南，改变了 20 世纪中国的走向，改
写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的进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一千个理
由、一万个理由感谢马克思，感谢马
克思主义。”陈先达说，只有马克思
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才能在民族灾难
重重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点亮一盏
明灯，使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
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走上民族复兴
的道路。

这一观点，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
共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满怀
激情地说：“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
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
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
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
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
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有丝毫动摇。”

一个伟大的“幽灵”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大陆徘徊。”
这可能是人类书籍中，影响最广

泛的开头之一。今年恰逢《共产党宣
言》 出版 170 周年，马克思的“幽
灵”论，早已名满天下。

要想知道这“幽灵”在中国大地
的影响力，只需遍览最近几个月来，
以马克思为主题的会议。

4 月 15 日，“思想巨人 伟大旗
帜——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4 月 17 日，“永恒
的思想魅力——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思想巨人马克思》出版座谈
会”在京举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领域的老中青年专家齐聚一堂；4月
21 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聚
焦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年初，北京大学宣布，第二届世

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将于 5 月 5 日至 6
日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全世界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
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
院长孙熙国表示。

要想知道这“幽灵”在全世界的
影响力，只需看看各种展览、会议、
图书、文创产品的数量。

哲学教师鲁珀特·伍德芬和漫画
家奥斯卡·萨拉特合作完成的 《马克
思主义图画指南》 在 1 月推出了新
版，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格雷戈里·
克拉埃斯的新著《马克思和马克思主
义》 探讨了马克思的成功之处，贾
森·巴克的小说 《马克思归来》 重新
想象了马克思的生活与时代。

而在马克思曾长期流亡的英国伦
敦，定于 5月 5日在伦敦大学东方与
非洲研究学院召开的“马克思 200”
纪念大会将是今年规模最大的相关会
议之一；不列颠图书馆则将举办《卡
尔和爱琳娜·马克思珍藏展》，展品包
括马克思、马克思家人和恩格斯的书
信，还有一批珍稀的首版马克思著
作；在马克思故乡，还将举行300多
场关于马克思的展览、讲座等活动。

一座高4.6米、重2.3吨的马克思
铜像，将在 5 月 5 日纪念日到来前，
配上 0.9米的底座、竖在特里尔市尼

格拉门附近的一个广场上。这个由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的雕塑，展
示的是正在思考的马克思。

“我带着崇敬与使命，也带着马
克思故乡的期待与真诚，运用中国现
代写意雕塑的手法，选取马克思行进
中的姿态，着力刻画和表现作为思想
家、哲学家的马克思，展示他从容淡
定、迈步前行在故乡，并从这里走向
世界、走向未来、走向永远。”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吴为山表示。

不只如此，经欧洲中央银行授
权，特里尔政府发行了印有马克思头
像的零欧元纪念纸币，售价 3 欧元，
首批一面世即售罄。当地官员说，零
欧元的设计契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完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主旨”。马克
思啤酒、马克思衬衫、马克思巧克力
等纪念品也正在热销。

正如黑格尔所言，“伟大的灵魂
——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
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
了，但他们的著作 （思想、原则） 却
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

“90后”重逢马克思
马克思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

时，年龄与如今的“90后”相仿。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政治

课，学了他的思想，只是为了及格
……我亲爱的马克思，统治者说着乌

托邦却不知自由该怎么写，你站出来
说无产阶级的力量永远正不畏邪……
像他一样嫉恶如仇，像他一样不屑权
谋，马克思是个‘90 后’……”这
首 说 唱 歌 曲 《马 克 思 是 个 “90
后”》，曾风靡一时，词曲作者均为
北大毕业生卓丝娜。

中国青年们正在以不同方式，与
马克思“久别重逢”。

卓丝娜还参与出版了《马克思靠
谱》 一书。看目录即知此书风格，

“飞扬吧！青春”，“再见吧！黑格
尔”，“马克思的朋友圈”，“破土啦！
天才世界观”，“历史的正确打开方
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痛并快乐着”，“马克思是个好医
生”，“马克思，靠谱”。很明显，此
书目标读者是网络时代的年轻受众。

“何为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准？3
岁不尿裤子、6岁能自己吃饭……80
岁还能不尿裤子、90 岁还能自己吃
饭、100 岁能不被挂在墙上、200 岁
还能被挂在墙上。”伴着笑声与掌
声，党的十九大代表、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徐
川，在该校“你好，马克思”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上，
向年轻受众们介绍马克思——其中不
只有“90后”，已经有了“00后”。

“给‘90 后’讲讲马克思”，以
此为题，8位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的“80 后”青年教师，自 4 月 16 日
起，在广播中，按时间顺序讲解贯穿
马克思一生的 19 个小故事。“80 后”
给“90 后”讲马克思，在话语体系
上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韩毓海从 2010 年起，在北大开
讲马克思，选课人数往往达数百之
众。受天津南开中学之邀，他去给中
学生们讲了四次课，深受欢迎。最
终，给年轻人讲马克思的感悟，以回
答全国青少年关于马克思的 19 个问
题为契机，变成了畅销书《少年读马
克思》，不但在国内卖了 40 多万册，
在美国的英文版都卖了3万册，德文
版亦即将面世。

青年人自己玩起来，则更为活
泼。

网络上，马克思的形象正越来越
“萌”。微信群里，流传着许多马克思
比出“V 字形”胜利手势的表情包；马
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商讨问题的经典画
面，被年轻人配上两句对话——“写什
么呢？”“管他呢！反正不是我背”。

在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学生
们用钢珠、小麦、绳子、决明子、钢
丝球、大头钉等不同的材料，各自还
原了心中马克思的形象。在湖北工业
大学，“漫话马克思”动漫设计大赛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将思政课开
到了德国，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党
（CDU） 学生组织、左翼党学生组
织、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等政党组织
和青年团体进行深入交流。南京大学
的学生们，则到马克思故乡特里尔，
寻访他的旧居、中学，看到街上连交
通信号灯都换成了卡通马克思图案。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这

个问题近几年频繁出现在许多马克思
主义研讨会现场和相关讲座海报上。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便是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

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
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
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在中国
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马克思
主义不断提出而且解答问题，方于这
片东方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

以改革开放为例，正是在引发过
全民大讨论的问题中开启的。1978
年，《光明日报》 发表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全国上下就
此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其中体
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
义精神，一直影响着改革开放 40 年
来的中国。今年 3月 25日，“新时代
与哲学的使命：纪念‘真理标准大讨
论’40周年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学
术高峰论坛”在京举行。陈先达总结
说，“这两个事件从时间上看是偶然
的，从理论上看是必然的”。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十九大报告说，这意味着近
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
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
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
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今天
如何读马克思？

答案之一是，自中共十八大以
来，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至少
5 次集体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
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
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
思潮及其影响”“ 《共产党宣言》 及
其时代意义”。次数足以说明态度。

中共始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做
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习近平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出卷”，无疑是指时代提出的问
题。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底气回望马克思。

“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
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
变历史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
者却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
定性作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
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
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
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
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
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
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
的事实。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说“当代
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照此
说法，200年前的 5月 5日，“当代最
伟大的思想家开始思想了”。

这仅仅是个伟大的开始，时至今
日，我们还在万里之外隆重纪念，不
息传承。

（实习生柴雅欣、张滋宜对本文
亦有贡献）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他一思考，人类就有了答案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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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本终得保存。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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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左图为 《共产党宣

言》现存于世的唯一一页
手稿。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中图为比利时布鲁塞
尔让·达登街 50号，是马
克思创作完成《共产党宣
言》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右图为英国曼彻斯特
切塔姆图书馆。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在此多次会面，
查阅大量资料。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