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与时代意义

———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研讨会

暨第六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冶 综述

潘西华

2018 年 5 月 4 日,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六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在越南河内

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 (越共中央党校) 举行。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与时代意义冶。
来自越南主要党政机构、 越共中央宣教部、 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 越共中央党校、 越南社会科学翰

林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中国、 老挝学术界的 30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 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春胜代表越共中央党

校致辞, 并做主旨演讲, 高度肯定了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 他指出, 马克思作为天才的理论

家和革命家, 留给我们丰富而庞大的思想遗产, 在哲学、 社会学、 历史学、 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作出

了重大贡献。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 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列宁肯定了马克思思想是科学的、 革命的学说, 并结合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补充和发展, 形成了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业已成

为世界工人阶级的理论武装, 在现实中需要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结合, 在创造性运用中得以创新和

发展。 为此, 我们一是要肯定马克思思想遗产的价值; 二是在评价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应避免

教条主义; 三是应继续在灵活运用中完善马克思主义, 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是要继续用马

克思主义来解决新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 首先, 他介绍了第六届

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的背景, 对越共中央参与筹办本次论坛表示赞赏, 感谢越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各国合作的重视。 他向大会介绍, 中共中央正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高度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各国之所以纪念马克思, 就是因为他有最彻底的、 最深厚的、
最广泛的、 最坚定的人民立场; 是因为他具有伟大的真理力量, 把认识世界的武器交给了全世界,
尤其是无产阶级; 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实践力量, 给工人阶级和全世界提供了行动指南; 是因为他有

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持久地指引人类历史发展。 其次, 他重点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要素互动的、 自主创造性的结合过

程。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展主体、 中国实际、 结合过程、 结合成果

等多要素互动的动态过程。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自主的、 创造性的结合过程, 是一个学习、
吸收、 融合、 再生、 突破、 创新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能动性的结合。 在新时代到来之际, 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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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深

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当代世界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 为马

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原创性的新内容, 让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方习·老冯就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环境和自然的思想以及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冶 谈了几点看法。 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环境和自然的思想中强调了自然的优先

地位, 人类依靠自然生存和发展。 人类与自然是统一的,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 只有提高人民保

护环境的意识, 倡导绿色发展, 建设绿色经济, 方能在改善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同时, 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老挝人民党目前正着手解决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改善问题。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教授黎有义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革命性与时代意义冶 为题作了

发言。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革命性与时代性是统一的。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奠定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础, 对于人类解放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 理论价值长久存在。
我们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而应视为行动指南, 应根据各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 中国、 越南

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已经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副主任潘金娥在 《马克思主义过渡

时期的理论与中越两国的实践》 一文中指出, 中越两国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不同, 反映出中

越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论认识, 形成了民族化或本土化

的马克思主义。 同时, 中越两国通过实践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 具有了时代特征和现实生命

力。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观点。
武汉大学教授汪信砚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冶 做了发言。 他认为, 近百

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探索和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而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传播马克思主

义哲学并因而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 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毛泽东的哲学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 它对 “中国向何处去冶 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

的解答, 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 在积极回应当代中国实践需要、 聚焦中国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多方

面的理论成就, 在不同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挥了理论先导的引领作用, 成为改革

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越南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谢玉晋阐述了 “马克思关于民主思想对越南社会主义民主的影响冶。

马克思曾经批判各种非民主及假冒民主的国家制度, 认为不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有名无实, 是反民

主的。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 是民主的最高发展形式。 在越南, 胡志明思想发展了马

克思关于民主的思想。 法律是人民存在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政治投票权体现了人民对政治的参与。
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国家事务, 实现人民监督、 人民协商、 人民当家作主。 尽管现在生活已经有

了很大变化, 但马克思关于民主的思想仍有价值。
老挝国家经济研究院宋森·迪翁撒就 “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全面

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冶 作了发言, 重点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危机的理论。 他说, 马克思早已

提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学说, 并且使用剩余价值率这一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
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供过于求, 这一理论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世界各国特别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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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本国实践, 力求解决本国所面临的问题, 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各国

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教授胡士贵就 “马克思关于人的重要思想冶 做了阐述。 他说, 马克思发现

了人的本质及现代人的特点。 这为解释现代人在各个领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解释各种宗教和理论

提供了理论武器。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就 “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冶 作了发言。 他说, 随着经

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 交融、 交锋更加频繁。 文化的多样性与统

一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文化的统一性而否定文化的多样性, 也不能因为强调

文化的多样性而否定文化的统一性。 只有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才能真正把各民

族和国家正常的文化交流、 交汇、 交锋与某些西方人士鼓吹的世界文明、 世界文化的 “同质化冶 说

教区别开来, 真正廓清 “文化全球化冶 的迷雾, 看清 “文化全球化冶 的意识形态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孙应帅在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变化》 一文中指出, 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分析当今资

本主义世界的深层矛盾和社会结构失衡现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今日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主

要是运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 并注意把握阶级与阶层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阮春胜在大会总结中指出, 中国、 老挝、 越南的专家学者们共聚一堂, 通过理论研讨形式向马

克思及其伟大思想致敬, 从各个领域肯定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与会者达成以下共

识: 第一, 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第二,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等为我们解决各种阶级和世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 马克思的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遗

产, 各国实践需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解决社会主义实践问题; 第四, 马克思

主义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五, 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此外, 他还特别肯定

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果和特点, 认为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个过程, 提出 “包
容性全球化冶 的观点等, 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会议论文 100 篇。 学者们肯定了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科学性和时代价值, 强调

当今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肯定了中国、 越南、 老挝本着创新精

神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就,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新的理论与

实践成就。 越方表示, 所有参会者的论文将由会议主办方翻译为英文, 以英文和越文两种语言集结

出版。
经中、 越、 老三方初步协商决定, 第七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将于 2019 年 7 月在中国大连召开,

会议主题暂定为 “新时代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冶。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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