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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精彩发言

整体性研究与咨政育人
돂컽쾲

如果辩证、历史地看待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主要存在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突出了
本学科相对独立的建设，但对其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相对淡化；其二，强化了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功能，但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必要重视这两个薄弱环
节，因为前者涉及学科定位，后者涉及功能定位，而这两个定位都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整体性建设。

人们常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称为“马学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马
克思主义作为学科体系而言，由三个层面构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骨干；以马克思主义
相关学科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为直接指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加
以研究。

厘清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构成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其中的定位，既有利于明确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骨干责任，更好地凝聚学科方向，强化学科意识；同
时，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还有利于壮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力
量， 激励其他学科中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宏观问题研究的投入。

一味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体制上和研究内容上的独立性，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的路也将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何在呢？恰恰就在于“整体性”，即它不是分门别类地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各种组成部分，而是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及其形成、发
展和传播，并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
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不应该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应该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即它要充分吸收
“中马”乃至“大马”的研究成果，从特殊中提炼出一般。

当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初衷之一，是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但是，如
果把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定位于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就太窄了。今天，应明确提出“咨政育人”的
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咨政”功能，是指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引领作用，提供学理基础；对中国经验作出科学概括，

对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进行批判解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供给。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育人”功能，是指要为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理论根据和有效思
路，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理论难点提供研究成果，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提供
研究平台等。“育人”能力离不开“咨政”水平，不“咨政”则无以“育人”。

把“咨政”同“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能积极推进教材体系的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
系建设的根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方
面，既不能照搬专业的理论体系，或干部教育的教学体系，又要解决话语适应性问题，使之更适合
学校教学。

（ퟷ헟캪짏몣붻춨듳톧붲쾯뷌쫚）

新时代需要怎样的思政课教师
쯎뷸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是人才培养，这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现职和未来教师的培育。

首先，“政治要强”。

价值导向的能力体现为政治素养。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思想政治理论
课不仅是传授知识，进行知识教育，更是认同教育，包括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等，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事实上，所谓的“价值中立”是没有的，课堂上或显或隐地体现着意
识形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中。”

其次，文本研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看家本领。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均有文献阅读的要求，每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每章均列有必读文献
和延伸阅读文献，由此而上，必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文献研读的要求更广、更深和更高。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

应该是要有一潭水。”

与一般经典著作相比，红色经典原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原著的根源性，研读原著可以直接接
触和进入主义、思想的原生态，与经典作家“对话”；二是原著的具体性，原著不似教科书的抽象概括
和表达方式，而是体现思想观点的演变过程和具体论证环节的梳理和分析；三是原著的方法性，原著
体现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四是原著的人格性，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因此，研读红色经典原著，一方
面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思想史语境；另一方面，经典的魅力在于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超越
时空与现实对话而永具生命力。

再次，培育自觉的问题意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有的学养。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问题意识需要面对社会现实，立足于时
代高度，看到历史、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时代有纵向和横向的历时性经线和共时性纬线，问
题意识和历史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自觉的问题意识离不开理论思维，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
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最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具有宽广的眼界、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视野要广”。不仅要有“知识视野”，

还要有“国际视野”“历史视野”，并且要“纵横比较”。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是有机统一的。

知识视野是前提和基础，国际视野是横向比较，历史视野是纵向比较、自我比较，要把国际视野的
横向比较置于历史视野的坐标中来思考。同时，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情怀要深”，在体现国际
视野的同时，还要具备中国情怀，融通本来和外来。

（ퟷ헟캪맺컱풺십뿋쮼훷틥샭싛톧뿆움틩ퟩ돉풱、뮪뚫쪦랶듳톧ퟏ붭쳘울뷌쫚）

整体性研究应有开放性视野
ퟞ쪫열

在近现代科学建制的大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都存在学院化以及学科化的倾向。一定的
学院化与学科化是必要的，但过度的学院化与学科化就成问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学
界多年以来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今天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时，还应有一
定的开放性视野。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向其他学科开放，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合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虽然相对要晚于其他学科， 但其实是有一定的学科传统的，

除了马学科建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外，还有存在于相关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传统学科的优势。相对于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믲뿉돆횮캪“탂십톧뿆”），这些大多仍然存在于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学
科，不妨称之为“老马学科”。

综观国内马学科的经验，凡是在已有较好“老马学科”传统上建成的“新马学科”，其发展态势
就较好一些，而且其新老的协调性也要好一些。就此而言，现在有一种想法，希望把这些存在于不
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的马学科再单独拿出来，统统放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我觉得这一建议十分
不妥。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身应当向所有马克思主义学科开放，所谓“老马学科”不能被看成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之外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特别表现在其对于具体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
以及渗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不仅在于其自身理论的整体性，而且在于其整体性是否延伸
到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实际上，如果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被吸纳进史

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去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的整体性就真正产生了实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才能扩大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当然，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本身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同仁必须
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理论素养。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科不能画地为牢，应该在更大的格局和开放的系统中，使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发生实质性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建设过程中既要守住马克思
主义的阵地，也要促进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其他相关的学科能
够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需要向现实开放，关注现实问题，引领时代发展。

近现代以来的学科建制有过度细化的普遍倾向，使得人们不仅愈发钟情于自得其乐的小学
科经营模式，而且远离社会现实，对外部世界漠然视之，甚至于抵制外部世界的干预，导致学院
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人本身，主要就是要抓住人
心，而这首先就要求必须主动分析和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以贯彻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有走在
时代的前列，才能引领时代的步伐。理论研究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抱负和理想，唯有如此，我们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才能真正受到世人的认可和尊重。

（ퟷ헟캪뢴떩듳톧헜톧톧풺뷌쫚）

把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时代性
헔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党中央相继召开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系列会议。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新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把新时代的意蕴彰显出来。 从新时代的战略高度和视野出
发，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走向以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加以审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发
展、民族复兴内在深刻地联系起来，建设好与“强起来”匹配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提出具有时代性、原创性的概
念系统和理论主张。从主题和本质的角度显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创造
性和独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科学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
客观趋势，提炼概括创新理论的学理性，提炼概括创新实践的规律性。

开展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当代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基本关系。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融通发展的具
体范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典型示范，建设立足中国、阐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
术论域和学科范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学科，发挥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关键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和教学中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有学科自觉和学科自信，

而这一体现底气和能力的自觉和自信建立在掌握基本功的基础上。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
本功而言，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功夫，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

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学理支撑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和不可替代的课
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问题为导向，自觉把社会发展的社会热点、教学的理论难点和
学生的思想疑点进行归纳梳理，把握社会热点、理论难点和思想疑点的交集，进而从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的高度进行理论研究，并及时把研究成果贯彻到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中去。从根
本上说，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就只是空谈。

从大学生的成才成长规律来看，思想理论教育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交流体验、比
较验证和反复实践中达成的过程。因此，需注重在知识传递与价值观念养成中彰显大道理的文
化视野和逻辑力量，注重在理论贯通实际中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并养成德行，不断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ퟷ헟캪짏몣뛔췢뺭쎳듳톧훐맺쳘즫짧믡훷틥샭싛쳥쾵퇐뺿훐탄훷죎、뷌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大维度
헅붨훒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五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成果中体现的共同
特点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组成部分的内在统一性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的重要维度。

一是理论同源，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也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依据。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五大理论
成果，都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
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坚持和运用马克思
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二是文化同根，即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
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
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也是
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成功
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并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
功，与其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是价值同旨，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秉承马克
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品格，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从江泽民的“三个
代表”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的人民性。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扎根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
的思想理论带领人民前进，又自觉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吸取智慧。

四是实践同题，即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近代以来所有革命进步
力量奋斗的历史主题。历史上，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在自己的追梦路上
历经坎坷，一直没能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历史最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为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
先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步解决中国建设的问题，实现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蓝图，中国迈上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五是逻辑同构，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主义”所面对的“问题”主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问题。而中国革命的历史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巨大
“代差”，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而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

（ퟷ헟떥캻：뮪뚫헾램듳톧십뿋쮼훷틥톧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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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认为，坚持马
克思主义首先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
组成部分，并侧重于学科的分类研究。这种研究
路径有利于研究的细化深入，但也限制了对马克
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三个
部分的简单叠加， 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整
体。因此，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并
以此为主题进行专门的学术研讨，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曙光教授
认为，应从出场语境的整体性、研究对象的整体
性、建构逻辑的整体性、理论使命的整体性、理论
形态的整体性等五个方面来理解整体性视角下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21 世纪最伟大的故
事是中国故事，21世纪最伟大的样本实践是中国
样本实践。 解读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必须
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首要功
能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中国面临
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以自己的行动方案回应
时代关切，在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道路发展规律以及世界发展的历史意义基础上，

用鲜活的中国实践、中国智慧，创新发展 21世纪
马克思主义。

学科建设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骆郁廷教授提出，

我们要着重从学科整体性、理论整体性、视角问
题整体性、研究方法整体性等四个方面来推进马
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应以一
级学科为平台，以二级学科为基础，处理好两者
之间的关系；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本质联
系，注重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整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的整体性优势，组织力量开展研究，时刻注
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特点，从
不同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在学科分
化的基础上高度整合地开展研究，注重推进协同
创新，以便更好地探索和回答我们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黎歌教授
从研究方法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学科设置、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三个方面理解学科整体性研究，

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和哲学、 政治学、经
济学等社会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整体性研究。

目前，在学科本质属性和学科特色的认识上
存在一定偏差，要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科
本质属性是底色，底色加上特色使得学科建设能
够坚持正确的学科方向；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要从人才支撑、学术支撑、精品支撑、平台支撑
四个方面出发。应认真思考如何在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中发挥学术辐射作用，带领更多教师
开展学理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推进教师跨校轮岗
制的施行，使教师能够到高水平学校进行学术的
提升，从而带动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水平的
提高。

现实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主任王永贵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逻
辑的整体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
性两个维度进行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思想逻辑是整体性研究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创建的整体性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破
和立的进程中创建伟大的学说。同时，要从学科
建设的整体性、学科研究的整体性、人才培养的
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整体性四个方面
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性。其
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整体性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站在新时代新思想的制高点上，要注重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不
能将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做割裂式研究，要坚持
系统性和整体统筹。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
教授认为，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从
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和实践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
整体性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现在学科发展往往各
自为政， 研究本学科本领域就不太注重其他领
域，这对于学科整体性发展是不利的。不能将学
科发展割裂开来，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
整体性。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我们的
很多实践经验就无法串联结合，而只有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研究从多
个方面展开，更注重对于思想观点的提炼、理论
框架的构建，更多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
念。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对我们提
出中国方案解决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有良好
助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