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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 ! ! !（一）鳞次栉比的高楼，!和 "

组成信息，机器在流水线上替代了
工人，外太空也不再遥远，越来越多
人踏上沉睡的南极大陆，地质学家
甚至判断，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
纪”———过去或许从没有人想过，人
类会走到这样一个今天。
然而，伴随时代前进的脚步，世

界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从叙
利亚紧张的局势，到美国挑起的贸
易争端；从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
件，到频发的枪击案、暴恐袭击，前
所未有的治理赤字，让西方世界“进
入新的不确定、不稳定时期”。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在 #"!$年
的新年贺词中，罕见地向世界发出
“红色警报”。

与“世界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中国之治”。过去 %"年，这个
人口占世界近 !&'的国家不仅人均
()*提高了 !'"多倍，还以新型国
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
念，以“一带一路”“金砖+”等务实
举措，成为不确定的世界洋流中稳
定的灯塔。

读解中国奇迹的人不难发现，
这个东方古国、发展中大国，这个社
会主义国家今天的一切，莫不源于
背后的思想密码。指导着中国实践
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思想乐
章最重要的主题，被誉为人类历史
“一种决定性的存在”。而中国的实
践丰富并发展了这一理论，雄辩地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
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年 '月 '日，马克思诞生
于德国小城特里尔。一个多世纪以
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照亮了
在黑暗中徘徊的世界历史，奏响了
人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不朽乐
章。摩泽尔河畔思想的种子如同原
子裂变般释放出巨大能量，穿越历
史的迷雾，激起神州大地的红色狂
飙，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书写下新
时代的壮丽史诗。今天，中国号巨轮
的掌舵者，如此向这位思想家致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
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
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
的制高点”。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昭示了
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不懈奋斗的伟
大历程。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共
产党人理想启航的原点，来理解一
个国家的崛起与奋进、一个政党的
光荣与梦想。
（二）这是 !$!$年的世界。即便

每周有 !'""辆马车从伦敦出发，英
国人还是谋划着修筑世界上第一条
铁路；在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
普鲁士发起成立了关税同盟；而法
国农民因为沉重的赋税，不断逃离
家乡进入城市……身处其中的人们
或许没有觉察，后世的人们却不难
发现，世界正处在巨大变革中。,"

年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
此描述那个时代：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
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
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
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
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

生产力呢？”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

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
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
思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他
正是被时代召唤出来的伟大人物。

基于对“旧的哲学”的批判，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社会存在
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通过
对无产阶级的观察，在《共产党宣
言》中宣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通
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
本论》中揭示资产阶级社会运动规
律……马克思发现了自然界、人类
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第
一次从科学角度解答了共产主义必
然到来的原因，第一次以剩余价值
理论推动工人阶级觉醒，第一次为
人类改造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的评价：“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
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
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
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影响。”
即便如此，他的挚友恩格斯还

是评价，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
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心广场边上有一
家“天鹅餐厅”，马克思常在这里与
工人交流。一位工人回忆，“在马克
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
味”。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是
“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
庸人”。指导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无产
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支持
!$%$年法国六月起义和德国革命，
支持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
社，创立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组
织“国际工人协会”……尽管在人生
后半段退入书房，但他并没有退出
战斗，而是在病痛折磨下夜以继日
写作《资本论》，“每一句话都是行
动”。他终其一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
的指引者、实践者。正如恩格斯所
说，“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
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他或许

是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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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身上，
革命家与思想家达到了完美的结
合，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性
与思想性的兼顾，熔铸成为马克思
独特的品格特征。
而他的一生，也用革命践行着

思想，用思想指导了革命。马克思家
境富裕，#,岁拿到博士学位，#'岁
娶了出身贵族家庭的燕妮，还是《莱
茵报》主编。但他抛弃了优渥的生
活，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
的职业”，为工作和革命颠沛流离
%"年。在最为困难时，马克思写道，
“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
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甚至不得不借钱安葬生病去世的女
儿。一位学者写道，“还没有人像他
那样，写了如此多关于金钱的文字，
却仍财资寥寥”。这样的人格魅力，
就连当时的欧洲贵族也由衷叹服，
“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
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

马克思既有伟大灵魂———“为
人类工作”，又有伟大精神———“不

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
雷”。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
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才有了使
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
与坚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
家，就是用舌、用笔、用剑，为无产阶
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带来了思想
的火种、点燃了行动的火焰。
（三）有人这样总结：马克思之

前的历史，都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之
后的历史，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
的。而在这个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就是“人”。
相比于以往全部“人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在
于，它从来都不是从“想象出来的
人”出发，恰恰相反，而是以“实际活
动的人”作为落脚点。这不是乌托邦
式的空想、说教式的漫谈，而是强调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
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这是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也是马克
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更是
理解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理论的前
提和基础。
马克思为人的解放提供了行动

的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命
运。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史，就
是一部工人运动史。政治选举权、八
小时工作制、劳工立法……正如德
国作家伯尔所说，“没有马克思的理
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
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
会进步”。在马克思身后，无数人为
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而奋斗。!-!.

年，一趟风驰电掣的列车将列宁从
苏黎世载到圣彼得堡，仿佛一发穿
越欧洲的炮弹，炸毁旧时代的秩序。
而阿芙乐尔舰震天撼地的炮声，不
仅让冬宫震颤，更如惊雷唤醒沉睡
的东方大地，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马克思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思想

的火种，从根本上解放了人类的精
神。马克思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曾
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
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
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正是由
于对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对人类
生存状况的不断反思，他无情批判
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自
私自利本质，展望“人和自然界之
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的共产主义，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
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
终目的。马克思的学说使人类从半
梦半醒中睁开眼睛，滋润着人类渴
望解放、渴望美好的心灵，体现了人
类对于理想社会的一切憧憬。

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这
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还塑
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不仅是
“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更是“文
明的活的灵魂”的科学，因而一经产
生，就“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
到了拥护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
不得不叹服，这是“第一个不限于某
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
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
想潮流”。
（四）#"!$ 年 % 月 !, 日，一座

高 %/%米、重 #0,吨的巨型马克思铜
像远渡重洋，在特里尔市中心的西
蒙教堂广场落成。这尊来自中国的
铜像，正是这片土地及其之上生活
的人们，对马克思的致敬。
马克思在世时正值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他曾从“两极相联”规律切
入，预言中国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
影响。恩格斯则判断，“过不了多少
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
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
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可能不会
想到，让这个国家重生、给这里的人
们带来曙光的，正是他的思想。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
陈列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正文首页盖有一方图章，上书
“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
余年的书报”。当年，白色恐怖下，张
静泉的父亲不得不假称“儿子在外
亡故”，将文件、书报埋藏在张静泉
的“墓穴”里。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在
中国人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人们为
十月革命的胜利欢呼，“人道的警钟
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

伟大的思想属于整个人类，那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阶级斗
争、无产者、共产主义，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从遥远西方引来的火种，让中国人
找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与国家
求解放、人民求生存的愿望强烈共
鸣，如星火燎原般席卷中国大地，让
一代代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
血以从之，推动百年中国浩荡前行。
于中国而言，“马克思的整个世

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
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
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而中国共产党人推进
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让中国在 %"年里走过了资本
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近百
年来，正是因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了真理的武器，
求解放求发展的道路上有了信仰的
支撑，古老中国走出了“覆屋之下，
漏舟之中”的危局，亿万人民改变了
“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的命运。这
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解放画
卷，最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
人类解放事业指导思想的价值。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

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当代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
气和实践智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以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为

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走过五
百多年。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
学、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社
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社会主
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这一追寻人
类理想社会的运动，最终在 #!世纪
因为中国的崛起成为浩瀚洪波。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 #!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为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前景指明了
前进方向。其所秉持的理念、所推动
的实践，不仅为中国赢得未来，更
“让社会主义重新伟大”。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

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当马克思主义
在世界的东方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踏上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中国，
需要回溯思想的源头，激发跨越百
年而始终强劲的信仰的力量。
（五）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是

为了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的解放和

自由全面发展，而他在东方的继承
者们，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把“人民”二字始终铭刻于
鲜红的党旗。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人的解放、
发展和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把这样
的追求，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秉持这样的初心，无数仁人志

士以信仰为旗，以真理为路，义无反
顾、一往无前。他们中，有人放弃了
“鸦飞不过的田产”，有人背离了“自
小熟悉的阶级”，只因笃信“为了绝
大多数”才是人生应有的意义；他们
中，有人选择在烈火中永生，有人选
择永远做一颗螺丝钉，只因秉承“自
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
好”；他们中，有人忍着剧痛工作把
藤椅都顶破，有人退休之后用双手把
荒山变成林海，只因相信“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他们共同的一
点是，马克思的思想熔铸成他们的精
魂，因而才能将小我消融于大我，为
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而不是一己的
幸福而奋斗。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笃行
者，是马克思最好的继承者。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人民

谋幸福的初心，体现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追求，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的根
脉，昭示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
说，“为人类福利而劳动”是马克思
作出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选择，那么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克思为精神
坐标，立下“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的位置”的誓言，并且转化成
“为人民谋幸福”的行动。

当年南湖上的一叶红船，如今
已成为承载着亿万人民希望的巍巍
巨轮。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党的十
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
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和浙
江嘉兴，宣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马克思诞辰 #""周年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又带领中央政治局集体重
温《共产党宣言》，感悟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真理力量。回望来时的路，正
是为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
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共产党宣言》高呼，“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
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年
过去，“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
是真正的英雄”，同样振聋发聩。纪
念马克思，就要不忘这一份初心，不
忘我们为什么而出发。
（六）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是

为了牢记“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向真

理的道路，更开辟了一条通向人类理
想社会的道路。以马克思为起点的这
条道路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在
这条路上的探索又意味着什么？
在历史长河中，共产主义运动

大河奔涌，马克思思考欧洲工人的
使命，见证了英勇而悲壮的巴黎公
社运动；列宁实践了马克思关于社
会主义的理论，证明落后国家能够
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中国共产党
的探索更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

!下转第 !版"

他的英名和事业永世长存
!!!写在马克思诞辰 !""周年之际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