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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点思考 
盛芳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青岛  266199） 

摘要：信仰是个人和社会的精神支撑，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人民的信仰和精神支撑。当今处于社
会转型期的我国，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主要论述了信
仰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分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挑战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了解了为什么受到挑
战，才能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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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的重要性以及我国意识形态的现实状况 
（一）信仰在社会中的作用 
信仰是人们关于生命和宇宙 高价值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信仰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是人的全部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社会，
民族，个人都不能没有信仰，信仰理想是个人与社会的灵魂，没有
精神支撑的社会是脆弱的社会，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信仰是促使观念、理论、思想向实
践转化的桥梁和中介。信仰能激发人的潜能、凝聚人的愿望，激励
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它是行为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人从
事各种活动的动机来源。 

信仰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是掌握世界的永恒方式。“信仰所
掌握的‘世界’,就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所能及的,是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已控世界和未控世界之间的交接
处和连接面。这个‘空白地带’,人类的本性决定人类不会放过他,
然而既不能用科学的理论说明他,更不能靠直接的实践去改造他,只
能靠信仰去掌握他。”[1]因此，人们都需要寻找一定的信仰把它作为
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为准则，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对于我们国家
来说，正确的信仰能够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民族凝聚力，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
和精神支柱。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信仰。 

信仰作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人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生活
的内化。在当代，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人们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的内心越来越渴望寻求精神的栖息地，对
于人的价值的追求和自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关注，
人们从内心里想要做对于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事情。信仰的阵地，如
果我们不去完善，不去加强统治，那么就可能被宗教或其它学说占
领。 

（二）我国意识形态的现实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加强了对外的文化交流与开放，开放的同

时是激烈的竞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进行了冲击。西方的自由
化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经过各种渠道，不断对我们发生影响。
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文化作为一种
“武器”，通过文化渗透，推行其思维方式，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造成了冲击。在中国就有较多人崇尚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有一部分人受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影响至深，同样社会中见利忘义、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受贿等现象
也渐渐增多。 

同时，当今中国人们的信仰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真正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公开
挑战的态度：试图“用孔孟之道来代替马列主义”、要“儒化共产党”，
甚至有人认为，“应该用大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我
们应该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现实，分析原因，迎接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挑战的原因 
（一）当代资本主义继续强大的存在使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兴旺、高潮时期，人们比较容易坚定共产

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往
往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动摇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甚至产生“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现今全球化从经济、科
技、文化和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显示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之间的“落差”，为那些羡慕、崇拜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土壤。 

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生活的自我调节，缓解
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下降，还得到了一定
的发展。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的经济在 9.11 事件之后发生了波动，
但是它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仍处于强势的
地位。相比较之下，苏东巨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则陷入了低潮期。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而现今资
本主义仍较快发展，占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
没有出现像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反而比不上资本主义的发
展速度。于是人们怀疑社会主义要不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动摇了
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弱化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感召
力，使社会主义在当前的“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
暂时处于不利的态势，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情况对人们思想造成冲击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动中，

呈现出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甚至有时候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社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安全的因素，这容易使人产生社
会焦虑感。由于是社会结构转型期，社会控制方式弱化，国内社会
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全球化又交织在一起，使情况变的更加复杂。我
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
健全，人们就要独自体会竞争的无情。比如，今年美国的金融危机
也影响到了我国，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些企业受到了影
响而倒闭破产，一些企业职工因此下岗失业，许多农民工被迫返乡，
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社会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加剧”、“腐败
行为增多”等现象的存在必然会使人们产生一些不满情绪，由此而
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也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必然就使我们的
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难度加大。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需要逐渐探索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外来的文化，缺少中国文化的积淀，中国人

民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时代之外
的遐想，不是遨游于太空的“不明飞行物”，而是人们群众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因而
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中解放出来，
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2]“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
大人民群众中间去。”[3] 

同时，马克思主义应加快中国化的进程，与时俱进，关注现实。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
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
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
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也就是说，回归现实世界的
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要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密切的结
合。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实现互补与协调的
发展，我们处理他们关系时不能排斥民族精神，也不能片面夸大民
族精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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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要注重把握时代精神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关注大
众心灵建设，既要认真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合理的扬弃理性
主义思维方式，确立一个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
信仰体系。 

（四）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影响 
意识形态的东西陷入了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即理性精神主导着

人们的思维视界，并使其它人类基本精神成为其附庸甚至遭受边缘
化搁置的历史际遇）的偏失中。大量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理论的东西被片面理性化了。对于人民来
说，人们的精神追求被压在心底，理性计算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工
具。理性主义的泛滥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信仰的光芒，从而导致
人们正逐渐的丧失信念支撑。也就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当代 先进， 科学的信仰，在全球化和改

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做的就是要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认识马克
思主义，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精神家园。 

（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全面完整的看待
马克思主义理论 

1、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完备而严整的世界观 
它既是关于革命的学说，也是关于建设的学说；既是关于斗争

的理论，也是关于发展的理论；既是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哲学，
也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由于受传统的影响，一些人总
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而习惯于以革命的视
角审视它，更多地研究其与革命有关的问题，而对其他问题不去研
究或很少研究。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实际，要求我们更多地从建设
的角度去审视它，关注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发展理论，特别
是要把那些过去忽视而今天对实践又有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突出出
来，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社会协调发展、资本主义的历
史进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执
政党建设等思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青春，马克思主
义教育才能富有活力。 

2、要在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中领会其核心思想 
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的核心思想和总结论。马克思不仅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发展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
展及其相互斗争过程的分析，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
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他还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彻底揭露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使“两个必然”的原理得到更为科学
的理论论证；此后他进一步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
的科学分析，再次论证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我们要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是改变不了其必然灭
亡的历史趋势的。当今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了
全球，为实现全球的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 

3、要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述中把握其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

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我们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
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把握，不能搞片面性。比如，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在作出“两个必然”的科学预言后不久，又提出了“两个决
不会”的科学论断，我们必须从必然性与艰巨性的统一中认识共产
主义的远大前景。如果我们只强调前者而淡化了后者，就难免会产
生这样那样的“左”的思想和错误。这样做，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实则损伤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无益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还有，我们要在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中认识其具体
结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坚持以基本原理为重要内容，
特别是注意引导人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则要给予具体的
分析。我们不能因为其个别的具体结论的过时或错误而否定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因为基本原理正确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所说的一切都不可改变。这是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应有
的科学态度。 

（二）要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活的机体，要反对任何把马恩思想教

条化的做法，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恩在讲到《共产
党宣言》中敢于对待各反对党的态度时曾说：“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
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在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
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5]马克思宣称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这种自
我批评、自我审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与
时俱进的优良理论品质。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
将后来出现的所以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
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
解决。”[6]所以，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它有着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与马克
思主义理论创新同步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马克思主义信仰
教育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唤，用发展的理论不
断回答解决发展变化的实际问题，才能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
吸引力、说服力、感召力。相反，如果始终停留在过去时中抱残守
缺，不仅难以帮助人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反过来势必
还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进程。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充分认识，
条件所达到的水平，往往是认识的界限。在今天，马克思的某些论
断过时或失效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理论的发展是
辩证的，相反相成的，凡是追求永远不变的 终体系的理论，迟早
都要“寿终正寝”。马恩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认识到没
有完全正确，符合一切社会的理论需要，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问渠哪来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
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需要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不
停的发展，与时俱进。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共产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

信仰落实到现实层面，就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相结合，把
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于一体。毛泽东曾说，对
待传统文化应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对
于“儒学”，要认识到它封建社会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
场、方法，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在现今是不能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不能“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
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探索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精神
信仰体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设，巩固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来狠抓完善，防止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的局
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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