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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表达 ,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 ,其根本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 ,其价值取向是“实现

共产主义社会” 。这些基本原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研究中 ,应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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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 、基本范畴 ,是其立场 、

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这些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 。”
①
那么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到底应该研究哪些问题 ?其根本问题及价值取向是什么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 ,它的整个体系 ,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 ,(β)都要同其他原

理联系起来 ,(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1](第 785 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一般认为 ,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

部分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门别类地对其具体内容予以细致

的深入研究不同的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 、基本范畴 ,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 ,其基本原理体现在三

个组成部分之中 ,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问题 、根本性问题 。那么 ,这总体问题是哪些? 其根本

问题又是什么? 这根本问题揭示出了怎样的价值取向 ?

胡锦涛同志 2003年 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 ,用“四个最”概括马克

思主义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

质财富极大丰富 、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最崇

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马克思

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

理 ,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四个最”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个问题 ,即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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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

富 、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 ,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

的。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人与世界之关系为其总体问题 。在普遍规律层

面上讲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包括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他人 、人与自我等总体性关系问题 ,其中 , “人

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为依据的唯物论 ,是有“根”的 、自洽的 、有自明

性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 、为纽带的。因此 ,人与世界

之关系即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之中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他人 、人与自我

等具体的关系亦生成于实践。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是现实 、对象 、感性得以生成和存在的确证 。不仅如

此 , “实践 、感性活动 ,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其他活动 ,是理解人本身的存在和规定性 、理解人的世界 、理

解人何以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理解人的变易运动和进化发展的基础 ,是打开人的自我认识之谜的钥

匙。”[ 2](第 8 页)因此 ,人类发展 、社会发展 、认识发展与自然进化 ,都能够在实践发展中寻求到答案 。这

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在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 、各个环节都打通了 ,实现了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 、自然与社会 、人与他人 、人与自我的统一 ,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唯物性 、主体

性 、实践性 、辩证性 、历史性 、人道性等特性 ,亦具有了改变世界 、规范世界的实践功能 ,从而亦使得实践

主体具有了实践功能和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 。然而 ,实践总是一定实践主体的实践 ,实践主体的实践活

动归根到底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进行的 、创造一定社会历史的实践。因此 ,人类发展 、社会发展 、认

识发展 、自然进化与实践发展 ,是历史地统一的社会进程 。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便成为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一根本问题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问题的基础 。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问题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 ,还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宗旨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3](第 57

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

存的事物 。”[ 3](第 75 页)在本质上 ,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活动。唯物史观确

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有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三个方面 ,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

于生产力 。因此 ,在千差万别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生产力有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实体要素 ,其中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要素。因此 ,唯物史观合乎规

律地得出“劳动创造世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 。所以 ,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

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
[ 4]
(第 90页)全部历史都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都是人类实践

行为的社会产物 ,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因此 ,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 ,是理性地形成科学理论的源泉;理

论与实践 、历史与现实 、人与自然之关系 ,均历史地 、具体地统一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之中。人民

群众的实践活动尽管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 ,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化。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 ,主

要表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劳动创造世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的普遍原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中 ,则表现为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 。“劳动价

值论” ,进而“剩余价值论” ,是认识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钥匙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绝对轴心 。资本主义生产是生产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

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资本论》用大写的逻辑 ,严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商品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细胞”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工人阶级的劳

动创造了商品。内在于商品之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矛盾 ,通过市场交换得以解决;从而引出货币 、市

场和价值规律 ,说明剩余价值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的道理 ,引申出个别生产与社会生产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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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两大部类及其关系等矛盾 ,说明剩余价值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最后 ,通过

竞争 ,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整体资本家分割整体工人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当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

会财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的时候 ,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工人阶级就要剥夺“剥夺者”

了。因此 ,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 ,亦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形成和增长过程。

这一过程影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 ,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 、发展和

演化 ,亦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可见 ,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

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工人阶级 ———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者 。那么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劳动 、资本 、

乃至科学技术的应用 ,都将在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依据 ,工人阶级的实践

活动形成着历史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马

克思 、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结构和体系 、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形态 、

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劳动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和贫困

化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等等”
[ 5]
(第 8 版)

内容 ,主要是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 。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 ,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 ,则

主要表现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

社会主义 ,“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规律 ,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由低

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 。” [ 5](第 8 版)作为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 ,工人阶级的客观要求与社会发

展规律所指向的方向具有一致性 ,因此 ,工人阶级是推进社会形态变革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解放意

味着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的开始 ,意味着人类解放的开始 。因此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 ,在

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时期就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

胜利的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 ,是顺理成章的 。

总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根本问题 ,其三个组成部分 ,分别展

开了三大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从而将唯物论的原则贯彻

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 ,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 ,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揭示了

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回答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问题的基础理论 。因为 ,经

济是政治的基础 ,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经济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

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决定了与先进

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必将为从物的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而奋斗。“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

工人阶级剥夺“剥夺者”斗争的必然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

和归宿。如何建立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社会关系高度和谐 ,人们精神境界极

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共产主义社会 ,是科学社会主

义的直接目的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同时 ,科学社会主义也回答了实现工人阶级和全人类

解放的道路问题:工人阶级如何通过夺取国家政权 ,如何建设新型国家 ,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因此

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 ,实质上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的问题 。

二

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 ,其组成部分如“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习惯上将马克思主义区分为

“三个组成部分” ,亦是在相对意义上讲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部分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亦是如此 ,相互渗透 ,相互印证 ,而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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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这一价值取向深刻

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 ,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为中心 ,建构起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他人 、人与自我

即人与世界关系的相通相融性 ,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 、社会观 、思维观的完整统

一 ,确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 ,揭示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统一性和物质世界的整体性 。作为统

一的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也有其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 ,人类社会是一

个由多个子系统所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 ,是自然历史过程 、自觉能动过程和自我认识过程的统一。同

时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进化过程。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视为物质生产

活动的历史 ,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与现象都基于这个基础;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是历史发展的内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使人类社会形态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般进程和发展序列。因此 ,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这是社会矛盾运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 。

唯物史观确信 ,在千差万别 、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 。生产力

发展的动力系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力因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倘

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否则便起阻碍(但不是阻止)作用 。二

是生产力发展的内部矛盾 。生产力三实体要素的对立统一 ,相互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 ,加

之教育 、科学技术 、管理等非实体要素的渗透提高作用 ,生产力具有永不停歇的发展动能 ,且有加速发展

的趋势。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发展水平必然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达到科学 、合理和完美的

程度 ,使得人与自然之协调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从而使得人与社会 、人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和谐协

调。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产物 。唯物史观确信 ,人民群众是首要的生产力要

素。因此 ,人民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 、精神财富的

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在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形态和各个历史时期 ,人民群众总是与生产劳

动紧密相连 ,与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 ,他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同时创造着人类社会的辉

煌。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推进中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断增长 ,精神文明不断昌明 ,社会形态在变革中

不断进步 ,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到来作了充分的物质 、精神和社会形态的准备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

明的增长 ,精神文明的昌明和社会形态的进步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代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

形态 ,必然成为现实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变革实践活动的合理归宿。实现共产主

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就在工人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地论证了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人类历史的伟

大创造性及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社会地位 、历

史作用的生产关系学 ,是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经济学 。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 ,深刻地

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社会彻底解放 、实现

共产主义社会的“奠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功能 、历史价值的直接的系统表达 ,为人

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符合人类本质的 、美好的发展前景 ,令世界亿万劳动者向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

根本价值目标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旗帜下 ,凝聚起了千百万共产主

义战士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诞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

三

为了从整体上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 ,实现其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研究中 ,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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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是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

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所谓理论联系实际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 ,

联系社会实际 ,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

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6](第 742-743 页)马克思主义来自实际实践 ,

经过实际实践所检验 ,在实际实践中不断发展 ,因而符合实际 ,能够指导实践 。实际实践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丰富发展的源头活水 。在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 ,要始终注意反对两个教条———对马克思主义

及对西方言论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对待科学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倘若教条式地理解科

学 ,必然将其神化 ,从而教义化 、凝固化 、僵化 ,进而实用主义化 、庸俗化 ,科学的东西便走向了自己的反

面。当前 ,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比较势微。然而 , “全盘西化” ,对西方言论不加分析批判地照搬

照抄 ,囫囵吞枣 ,食洋不化等洋教条的问题 ,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则不那么引起人们的注意。西方社

会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其中不乏有部分的可取之处 ,但是 ,有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是值得

警惕的。他们用“特殊”的语言习惯 、话语系统和理解范式 、思想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

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其“可控的”思想范围 ,然后将他们肢解 、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输入到那些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对其进行理论和意识形态操纵 ,到达“不战而胜”的目的 。这样的企图并不是一

般的人能够识别得了的。更有甚者 ,许多“食洋不化”的人欢迎 、接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洋

教条”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是理论武装人民 、服务人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

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任

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

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是不起作用的。”[ 7](第 1515 页)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武装人民

群众 ,指导实践 ,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 ,不化作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再好的理论

也将是空中楼阁 。理论如果脱离实际 ,远离实践 ,那么 ,理论与实践势必会成为“两张皮”。没有理论的

实践是盲目的 ,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与实践相脱离的理论就会被实践所抛弃 ,而脱离理论的实践

将失之无序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化作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是由其理论的科学性和根本价值

取向决定的。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

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但是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 3]
(第 9 页)

人本身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实践活动及其过程之中实现自我的问题 。实现理想的“我”是人从事实践活

动最直接 、最恒久的内在动因 。共产主义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我”的实践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为实现

理想的“我”提供了实践观念的保障 。因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 、实现改变世界

的宏愿。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变世界的宏愿 ,必须使我们的理论研究 、宣传等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价值取向 ,是否服务人民 ,是检验理论宣传的根本价值标准。

三是区分理论基础与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

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8]
(第 715 页)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当

代中国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

论成果 ,理所当然地是我国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世界观 、方法论 、思想精神实质

等方面 ,这些内容必须渗透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之中 ,转化为具体的 、可操作的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

论只有转化成为具体的方针政策 ,才能为群众所理解 、掌握 ,最终转化为群众的力量 ,实现其改变世界的

实践功能 。然而 ,理论基础是相对稳定的 ,而具体的方针政策则是经常变动的。理论基础是真理性的根

本原则 ,而具体的方针政策则是真理性的根本原则的表现形式。因此 ,不能将相对稳定的根本原则 、真

理与经常变动的表现形式 ———具体方针政策 ———混为一谈 。否则 ,就会将具体方针政策的不完善 、不妥

当之处 ,归结为指导思想;更不能将具体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归咎于指导思想 ,从而怀疑其

科学性 ,动摇其指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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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科学的理论同样需要新的理论素养来滋润 。要提

升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经济不是最先进的

民族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文化的“第一小提琴手” ,引领世界思想潮流 。从经济实力上讲 ,我国不是

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却具有经济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

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时代主流和社会发展方向 ,体现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将更有效地引领

世界文化潮流 ,推动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

注　释:

①　参见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 2005] 64 号)的附件二: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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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 rxist fundamentals is the theo ret ical expressions of Marxist scientific sy stem

and essential theo ries and the basic categ ory of w hole M arxism , it s basic question and about “human

socie ty' s essence and the law s of development” , i t s value orientation is “ to realize the communism

socie ty” .These basic principle s manifest mainly in the three const ituents of M arxism.In researching

Marx ist fundamental ,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pply theories to practice specially ,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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