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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与当代中国
——— “纪念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暨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综述

杨仁忠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１１ 月 ２ 日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天津师范大学主办、 天津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 “纪念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暨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
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ꎬ 论坛主题为 “恩格斯与当代中国”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

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报告ꎮ 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

陈浙闽出席开幕式并讲话ꎮ
论坛开幕式由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玲主持ꎮ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博雅

讲席教授顾海良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辛向阳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ꎬ
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旭炎ꎬ 天津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市教委主任荆洪阳ꎬ 天津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石凤妍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ꎮ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

长钟英华在开幕式上致辞ꎮ
１. 深刻认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２０２０ 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ꎮ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恩格斯的历史功

绩ꎬ 深刻阐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ꎮ 姜辉在报告中指出ꎬ 学习恩格斯的

马克思主义观ꎬ 要深刻体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维护捍卫ꎬ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ꎬ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ꎮ 要深刻体会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态度和创新发展ꎬ 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要深刻体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

用ꎬ 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新发展ꎮ 此次论坛汇集全国各地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和专家学

者ꎬ 重温恩格斯光辉思想及其在中国传播运用的历史进程ꎬ 交流展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ꎮ
这对于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顾海良指出ꎬ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 ２００ 周年之际ꎬ 回顾恩格斯的思想历程、 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ꎬ

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意义ꎬ 更具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意义ꎮ 恩格斯在马克思

主义形成和发展中作出了独特贡献ꎬ 一方面表现在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体

系的过程中ꎬ 另一方面凸显于马克思逝世后ꎬ 恩格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过程中作出的许多开

创性的理论贡献ꎮ 恩格斯及其思想永存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之中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时的讲话对于理解和把握恩格斯的思想、 精神与风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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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壮丽的日出ꎮ 恩格斯作为合作者ꎬ 是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守正创新当之无愧的第一人ꎮ 恩格斯不仅完善了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ꎬ 而且将

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不断推向实践ꎬ 主要体现在三个 “打通”: 一是打通了本体论和认识

论ꎬ 破解康德的 “自在之物” 之谜ꎬ 创立自然辩证法ꎬ 奠基唯物辩证法ꎬ 对新唯物主义作出了独特

贡献ꎻ 二是打通了哲学思想史的古今ꎬ 确立了哲学基本问题ꎬ 为正确开展哲学思想斗争树立了客观

标准ꎻ 三是打通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ꎬ 杜绝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纯粹的主观主义、 个人

主义哲学ꎬ 突出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真正的继承者ꎮ
辛向阳指出ꎬ 恩格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ꎬ 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ꎮ 恩格斯在很多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宝库ꎮ 第一ꎬ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ꎮ 恩格

斯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ꎮ 第二ꎬ 恩格斯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ꎮ 他坚决地抵制了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标签

化和庸俗化的倾向ꎮ 第三ꎬ 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ꎮ 恩格斯从阶级关系的变动中把握发展

变化的趋势ꎬ “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ꎬ 找出未来的变动走向ꎮ
２. 深入阐发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纪念和缅怀恩格斯ꎬ 就是要深化恩格斯思想理论研究ꎬ 学习和领会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ꎬ 与

时俱进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基地副主任孙来斌提出ꎬ 列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ꎬ 深刻阐述了恩格斯

崇高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思想贡献和高尚的精神品格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陶文昭

对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高风亮节的个人品质作了高度评价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余斌通过 “天才的恩格斯”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 “甘当绿

叶的伟大牺牲” 三方面ꎬ 阐释了恩格斯的伟大贡献ꎮ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有奎提

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 捍卫、 深化和传播方面有独特贡献ꎮ
纪念和缅怀恩格斯ꎬ 就是要更好地阐发、 传承、 发展他的理论ꎬ 进一步练好内功ꎬ 不断拓展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空间ꎮ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宏政提出ꎬ 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贡献

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 “自在之物” 的唯物主义改造ꎮ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阐述了恩

格斯对杜林平等观的批判ꎮ 社会改造的唯一出路在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ꎮ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张新平认为ꎬ 全面理解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ꎬ 对把握当代中国国家职能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

强的启迪意义ꎮ 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柴艳萍以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为视角对恩格斯的

哲学观进行了解读ꎮ
纪念和缅怀恩格斯ꎬ 就是要深刻领会恩格斯 “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的思想ꎬ 注重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ꎬ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ꎮ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

宗礼探讨了恩格斯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ꎮ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沈永

福讨论了恩格斯的爱情观及其对当代青年的示范作用ꎮ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邦辉探析了

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实践维度ꎮ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戴锐阐述了恩格斯 “家庭研究” 的方法

论及其当代指导意义ꎮ
３.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ꎬ 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ꎬ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

经典中坚定初心ꎬ 创造新的历史ꎮ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认为ꎬ 恩格斯创立的马

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组成部分ꎬ 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呼唤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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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科学哲学发挥更大作用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福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就贫困问

题研究的三个差异和三个相似出发ꎬ 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反贫困思想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张新宁分析了恩格斯的科技经济理论及其历史地位ꎬ 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理论的当代价

值ꎮ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段虹从不谋而合、 和而不同、 同心与共三方面ꎬ 论述了马

克思与恩格斯对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及现实意义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鲍

金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建构意义ꎮ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ꎬ 要勇担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事业

蓬勃发展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提出ꎬ 要不断坚持并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采用现

实需要和历史反思相结合的方式ꎬ 深刻认识、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福建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傅慧芳讨论了恩格斯的国家观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问题ꎮ 贵州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汪勇从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的新时代价值出发ꎬ 提出要不断促进

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向人民需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桥生探讨了

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时代意义和实践路径ꎮ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芝健从发挥性能、
发挥功能、 增强效用三方面就恩格斯与当代中国培育文化自信进行了探讨ꎮ

４.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 只有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与基本规律ꎬ 密切关注世界与中

国发展变化的新趋势ꎬ 才能回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问题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建

华建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社会主义 ５００ 年第七个时间段的开启ꎮ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王增福提出ꎬ 当今发展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ꎬ 不断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ꎮ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立法阐述了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ꎬ 应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ꎮ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安

宝就恩格斯语境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探讨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 只有具备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宽广视角ꎬ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和

当代走向ꎬ 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与辉煌成就ꎬ 才能回答中国发展提出的新问题ꎮ 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贵清教授提出ꎬ 小康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ꎮ 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之年ꎬ 要奋力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凤义提出ꎬ
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ꎬ 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学

理性研究ꎮ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邰丽华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问题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 只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ꎬ 真正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落地生根ꎬ 才能回答传承发扬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ꎮ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京

武认为ꎬ 要学习、 研究恩格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ꎬ 构建适合在民众当中宣传的理论体系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章忠民分析了 “让马克思说中国话” 的意蕴与步伐ꎮ 西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强探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三重向度ꎮ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何博探讨了 “书写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认同” 问题ꎮ
论坛最后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龚云从论

坛的定位、 贡献、 马克思主义学者未来的使命三方面对本届论坛进行了总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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