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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论析 
 

欧永宁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425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首先，应正确揭示其基本要素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

主义体系应包括基本原理、具体理论、后来者对这一学说发展所形成的正确理论成果三部分；同时应包含马克思

主义实践性这一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是普及和提高的辩证统一，内含理论创新的要求。其次，应集中

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过程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的基本环节：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过程，也包含

群众实践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通俗

性、实践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机制所彰显出来的三个鲜明特点。发展理论、推动实践、提升主体

是其发展的三个基本向度。再次，应有坚实的哲学论证和支撑：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体现理论

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的辩证统一；从辩证法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

一；从唯物史观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通过先进理论的武装以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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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关系到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目标、途径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大众化

和中国化关系的正确认识，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概念

体系的逻辑建构。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

涵的诸多界定，存在许多不足，应对其进行再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  
应正确揭示其基本要素各自的性

质、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复合概念，由“马克思

主义”和 “大众化”两个词组合而成；作为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则是由包括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工具、手段、途径等在内的诸多要素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整体性、有机

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工程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科学界定，必须符合并反

映其内在各要素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大众化，这是有待斟酌的。首先，这涉及到

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从狭义上看，它是对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学说的概括；从广义意义上看，

它还包括后来者对这一学说发展所形成的正确理论成

果，是一个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这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把握。一般认

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包括基本原理、具体理论等层次

的内容，基本原理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最核心的部分。

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指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各

个层面内容的大众化，而非仅指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不是仅

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层面的大众化。否则，忽略了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机性、层次性，如何能使大

众“完整而准确”地认识和掌握作为核心层次的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再次，这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

性和本质要求的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

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实践性是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以往一

切旧哲学的最根本的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而实践从根

本上说是大众的实践，离开了大众，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本性就因缺乏实践主体而无法得到印证和实现。故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大众化”内
涵应体现为两个方面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既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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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又指导大众，二者不可或缺，亦不可偏废。如果“大
众化”内涵只提理论到群众中去的一面，而不谈理论从

群众中来的一面，那么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属性和本

质要求就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二) 关于大众 
有学者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时把大众和

精英区别开来，把大众理解为不懂或稍懂马克思主义

的群体，只有精英才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因此

大众化就是精英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2]这种理解是

不恰当的，它涉及到对大众内涵和地位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怎么理解“大众”? 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大众就

是“群众、民众”，[3](259)毛泽东所说的“大众”，也是指

老百姓、群众，或者特指“工农兵大众”，而非不懂马

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的那部分特殊

群体。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大众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其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

具备了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我们说大众化

需要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固然与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素养相对偏低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则在于通俗化能

够让大众(无论理论素养高低)更好地、完整准确地掌

握马克思主义。故从理论宣传和普及的角度讲，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他们自身的

理论诉求，内化为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理念和思维

方式，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从而不断地扩大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广度、深度和

力度。其次，怎么给大众定位? 我们认为，大众是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二者的统

一。从价值主体而言，大众化应服从服务于大众需要，

代表大众利益，表达大众诉求；从实践主体而言，大

众化只有扎根大众实践，由大众推动，才能真正实现。

故在大众化内涵的界定中，不应把大众理解为马克思

主义宣传过程中被动的接受者，而必须明确大众不仅

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的对象，同时也是实践、推动、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史

观的基本观点。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永远

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大众的历史

地位并充分发挥大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为一项事业，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一种狭隘性，因而

以“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本质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

也将永远不可能实现，故不应形而上学地而应历史辩

证地看待大众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对此，已有学者从

“大众”这一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包括理论

大众化、实践大众化、创新大众化这三重内涵和三重

目标，创新大众化应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应有

之义，也是其目标体系中的高层次目标。[4]当然我们

并不否认目前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

大众中的宣传和普及，也即实现理论大众化和实践大

众化。 
(三) 关于大众化 
大众化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的相互

关系。目前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许多学者基本上是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及历代中国领导人的论述中寻找依

据的。如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

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

限度的通俗化”。[5](467−468)毛泽东则从文艺的角度谈到

了大众化，“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

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

也。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

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
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

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

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6](841)不少学者由此认为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普及化，其实

质就是理论掌握群众。这种观点是有一些道理，但仍

值得商榷。问题集中在一点：基于群众实践基础上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尤其是对其内容的创新)是
否也应包括在大众化内涵之中?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

解释，“大众化”就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

群众需要”，[3](259)那么什么是“群众需要”? 什么是“变
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群众需要”呢? 一般而言，群

众的理论需要是丰富多样的，其中就既包括学习、实

践理论的需要，也包括推动、发展理论的需要；从基

本特点而言，群众需要不是孤立静止不变的，而是不

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变得跟广大群

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 就“不应当把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

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6](815)也

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要宣传普及，使群众精通

它；二要在精通理论的基础上，应用它；三要在应用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它。僵化静止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

是群众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变得跟广大群

众一致”，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涵盖上述三个方

面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曾从文艺的角度指出，“许多同

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 就是我们

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

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

呢?”[6](851)可见，文艺大众化就是要向群众学习，了解

群众语言和思想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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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没有这种立足于群众基础上的文艺创造，就不

可能实现文艺大众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谈话中提出文艺的普及和文艺的提高都是在群众基础

上进行的，二者要相互结合，普及是提高指导下的普

及，提高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进一步说明了文艺

大众化应是普及和提高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或缺。

所以，大众化内含一个理论创新的要求，如果把这个

要求作为中国化的一个环节突出来，就可以叫作中国

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简称理论化)。马克思指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

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

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

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120−121)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

互作用，而非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单向度的作用。故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并非是仅使理论掌握群众，

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相结合、相统一。江泽民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向全党提出 “一定要以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

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学

风要求，就充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一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 
应集中体现“大众化”作为过程

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的基本环节 
 

为进一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本

质，我们还可以过程论为视角，从动态的角度对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发展

过程的基本环节进行剖析。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能集中体现大众

化过程中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从基本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进行

的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一种互动，“化”集中体现着这

种互动关系。我们可将这种内在的互动机制分为两个

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也即围

绕大众需要，立足于大众实践，形成、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

通俗，且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另一方面，是马克思

主义“化”大众。也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宣传、

普及，使马克思主义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

众所理解、掌握。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实际过程就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没有

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并发展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反之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化”大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良性互动，把大

众“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有机结合起

来，这既是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也是实现马克思主

义与时俱进的需要，它们从动态的角度展现着马克思

主义与大众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

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绝非是一个

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过程，它既包含着立

足于群众实践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也包含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和改造，通俗性、实践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过程机制所彰显出来的三个鲜明特点。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符合并概括大众

化过程的基本环节 
过程论指出，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许多彼此相互

衔接的环节所构成的集合体。以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过程，就必须明确前述这一过程中的各子过

程并非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内在地并合乎规律地构成

了认识→实践→发展等几个基本的环节。具体而言，

就是马克思主义被群众认识、接受并内化为他们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一般而言，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衔接、层层递

进、有序进行的。只有高度重视并整合好每个环节及

环节之间的关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发

展呈现出应有的良好态势。目前已有学者从这一角度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实施途径进行了思考。

如北京大学的孙熙国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

包括三个重要的内容和环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

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这是第一个环节，

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知道”。实现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

西，这是第二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成
道”。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第三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

话说，就是“行道”。这三个环节也就构成了实现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8]显然，这与笔者所述实

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不过是从不同层面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这一过程的基本环节进行表述而已。目前学界

在探讨大众化路径时，大多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由抽

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这一环节着手来思考如何使

马克思主义“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

掌握”，这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就目前而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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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使马克思主义被广大群众理

解、掌握。通俗化、普及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重点所在，只有抓住这一主要环节，才有助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过程的有序推进。故党的十七

大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
纳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之中，使之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内涵之一部分则是不适宜的。因为它只是对马

克思主义宣传、普及环节的概括，而非对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过程全部环节的概括，不具高度的概括性。由

此可进一步推导出，仅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

通俗”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环节，是不可能使群

众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掌握”应
是前述三个基本环节的统一，换言之，应是宣传环节、

实践环节、发展环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环节、

实践环节和研究环节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实践

应尽量做到使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

俗”；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应做到使大众经验“由具

体到抽象、由通俗到深奥”，这也就是大众实际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化。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能集中体现大众

化过程的基本向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我们目前的一项重大使

命，其目标是什么? 换言之，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学界的认识是比较统

一的。如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大众

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等等。概言之，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过程，发展理论、推动实践、提

升主体是其发展的三个基本向度。但是，如果在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和本质的理解上，片面地强调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理论掌握群众；或者说就是不断

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

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决的是人们根本的信

念和人生观问题”[9]则是不对的，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原本丰富的内涵和本质狭隘化、片面化了。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应 
  有坚实的哲学论证和哲学支撑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我们不仅要

从经验层面加以概括和总结，而且也要从哲学层面加

以思考和论证，为其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一) 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体现

理论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的辩证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的

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

的认识，一方面强调自身来源于实践，另一方面强调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

并不能直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要实现自身的理

论价值，就必须超越自身，趋向群众实践；群众是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但群众的实践总是在一定

思想动机支配下的实践，要想实践获得成功，就必须

做到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实现统一

的关键在于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还是人民群众，都有趋向对方的本性，这决定

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大众相结合、相统一。其次，人

们的认识过程包括两次能动的飞跃：一次是在实践的

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一次是由理性

认识向实践的飞跃。从第一次飞跃来看，要想实现实

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就要求必须

深入群众实际，收集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并在此

基础上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

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从第二次飞跃来看，

理性认识要想实现向实践的飞跃，一方面就必须通过

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丰富和发展自身；另一方面还必

须指导群众成功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这两次飞

跃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辩证统一的基本环节和

基本途径。再次，由于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的，加之人们自身所受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

们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每经过一次循环，马克

思主义及大众之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就会上升到一个

新的高度。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不是个

单向度的过程，而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是个间断

式的过程，而是个螺旋式上升的、与时俱进的过程。 
(二) 从辩证法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应体现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

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

共性比个性深刻，个性比共性丰富；个性包含着共性，

共性只能部分地包含个性；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实

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具有普

遍性，属于共性；中国广大群众的实践及其需要是无

限丰富并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特殊性，属于个性。

共性比个性深刻，故从其本性、可能性而言，马克思

主义能够指导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践；个性比共性丰富，

故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把群众的实践及其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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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情况囊括其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的关系，

体现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差

别和对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然而

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的实践也是统一的。人民群众的实

践活动作为一种个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反映的本

质和规律，因而是以个性形式存在的个性与共性的统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共性，也不是脱离人民群众

实践的抽象的神秘的共性，而是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

联系、通过群众的实践而存在、而发展的，因而是以

共性形式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因此，唯有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实现共性与个性的相互结合

和相互转化，也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群众的

实践，化为群众的实践活动，以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

以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0] 

(三) 从唯物史观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通

过先进理论的武装以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

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

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受各种主

客观条件的制约，人民群众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

和其主体作用的发挥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是不一样

的。唯有用既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又能

正确反映群众要求和愿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

众，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发挥由自

在向自觉、由自发向自为、由分散到集中的逐步转化。

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

用适合群众需要的先进的理论武装群众，使群众更积

极、更自觉、更主动地发挥历史主体作用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

思主义不断适合广大群众需要并为群众所理解、掌握

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相结合、相

统一。而我们党和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落实并推

动这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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