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学习《六个“为什么”》心得体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所编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一书提出：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和语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使科学真理放射出更加灿

烂的光芒。那么，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呢？本文就结合自己的学习并参考他人研究谈点粗浅认识。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弄清楚这一命题的具体涵义

与理论背景。大多数学者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阐释，如有学者认为，“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这一重大

命题来看说，它首先是一种特指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把这个理论体系大众化就是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也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它泛指在

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就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体说来，

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在当代中

国的大众化，是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宜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问

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宜

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在这两个基本方面中，第二个方面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当前的重点内容和重点任务。 

    普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其转化为人们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那么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对谁普及、普及什么的问题。首先，大众应当指人民群众，而

非特定的文化拥有者、享有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

大众，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又是大

众“化”马克思主义，即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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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强调大众化的主体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 就是要以人民自创的文化

( 包括当代中国主流文化) 来化育人民的文化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还要求数量的庞大，即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辐射范围

宽广，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

阶层、地域等界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成就一种人人参与的事业，

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非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正确理解这种质与量的规定性，才能有针对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众语言和形

式, 讲究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通俗化，从而切实地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大

众”。 

       二、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前，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的需要。马克思主

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理

论”而理论，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院教条，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服务。

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普及。所以，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角度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其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提高大众科学思维水平，改造主观世界、

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使我们对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存

在着诸多误读之处，而且，即使是被当时的社会实践检验为正确的马列经典作家

的思想，也需要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所以，宣传普及马克思

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更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误读的需要，

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再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多元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需

要。当今时代，文化多元，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变化，人们的独立性、选择

性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现时代面临着信仰竞争与多元文化的挑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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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武装人们的头脑显得非常重要。 

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和全国人民的需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成为对全党全社会的要求。这些都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提出了新的任务。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有利于促进全体党

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 

    总之，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更为广

泛而深入地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永远保持生机与活力。 

    三、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使之中国化大众化的努力就从

未放弃过,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艾思奇、李达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们，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掀起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热潮，为

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

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以指导大众化的实践要求，积极开展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普及以教育大众，坚定不移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大众，积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吸引大众，着力促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以造福大众，树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进典型以引领人

民前进，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那么，在当下全球化、各国竞争异常激烈、各种意识形态层出不穷的环境下，

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关键、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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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具体的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基本途径归结为“六进入”，一是进入学科、二是进入教材、三是进入课堂、

四是进入大众文化形式、五是进入大众传媒阵地、六是进入思想。从传播学的角

度看，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主体与受

动主体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视角，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具体途径，应该包括以下诸方面：一是理论建构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专家学者要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在引导方向上，领导干部要牢牢

把握“大众”的方向，做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示范。三是，在

制度安排上, 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化的头脑”。四是，在传播方式上, 

立足日常生活, 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五是，在话语方式上，创制

亲近性文本，关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话语。 

总地看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就，但仍面临

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中的宣传主义、教条主义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当

下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仍待提高，等等。所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仍需

长期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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