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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话语体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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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6） 

 
摘要：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国际环境下，在全面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话语体系在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同样也展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是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需求、更
是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浅析马克思话语体系的特征是推动当
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化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对中国，
对整个世界都及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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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与实践创新，都离不开掌握
和构建马克思话语体系，更离不开分析和运用马克思话语体系的
基本特征。同样，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挥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与指导地位，需要全方面，
多领域的协同努力，并且要不断发展马克思话语体系、不断深化
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话语的背后是人的意识，人有

了意识便形成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通过话
语、语言等形式表现出来。话语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也是社
会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创
新，人们会将自己的意识思想通过话语这一中介表现出来。因此，
话语是意识思想与语言符号的统一体。当年，马克思就曾对逃避
现实、回避问题的德国哲学给予辛辣的讽刺，认为它是“喜欢幽
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
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是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
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
什么”｡

[2]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成的话语应该注意防范和避免。 
任何一种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都以其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

为基础｡
[3]马克思通过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确立其核心概念

和基本范畴，从而形成了自身话语体系。马克思话语体系，指由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经后世马克思主
义者继承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基本理
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基础，在指导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
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当中逐步形成、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
的理论体系，它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主导和引
领作用，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实践性、严谨性、
大众性、时代性、创新性是其基本特征。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基本
特征： 

1、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用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

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和认识都不能仅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解
释，而要通过对规律的观察和把握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
马克思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生活世界的基础，
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
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 

2、严谨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屁批判》序言中提到“我
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
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的想跟着我走，
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
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7]。马克思早已预知到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出，而是从事实
与实际出发，经过科学的分析和验证得出结论，这样一来，前面
提到的结论，才会更有信服力与号召力，才能更好的被人民群众
所掌握。而且他还说过“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
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
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旺家评判”[8]，马克思的一
生都十分谦虚低调，话语严谨，没有科学依据、没有通过实践检
验的言论，他绝对不会发表。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话语体系的严
谨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
实践过程全面的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3、大众性。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9]用话语来表达理论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性的问题，而是对话语
内容的更深一层次的理解，我们的许多理论著述，往往是千人一

面，话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不强。要摆脱这样的境地，理论研究
一定要论证到位、话语表达到位，真正做到说理又讲理、入情入
理。但马克思的话语确实从道理上能够说服人、打动人，让人心
服口服。为了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重要理论观
点的说明上，注意前提性的考察、使其话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
理论穿透力。同时在理论的论证和阐述上，做到了让事实说话、
让现实出场，真正让理论切入生活、反映生活，使理论形象易懂
并最终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大众
性特征，更多地表现出“通俗化的”、“生活化的”特征，完全渗
透在大众的具体社会实践和日常社会生活当中。 

4、创新性。“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
国传播、运用、并不断发展创新，不仅在于其是关于客观世界和
人类社会发一般规律的学说，更在于它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之中，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
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掌控和如何构建强有力的话语体系是当
前国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话语体系
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引用式”话语、“运用式”话语、“独
创性”话语的转换历程。不同时代对于马克思话语内容解读的侧
重点不同，作为内容承载的话语形式需要满足社会主体变化的需
求不断实现发展与创新，成功地推进话语体系转换与创新，构建
辩证融通的话语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当前我国马克思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
明地加以坚持。”同时他又指出: 当前“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
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
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界，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我们理应努力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前，史学领域中非马克思主义、
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不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是甚嚣尘上。这
种局面使我们的史学话语权面临严峻挑战。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面临着来自多个方
面的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这些挑战不仅
对我们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有帮助，也有助
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让我们更加了解马克思的话
语体系特征。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注重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
充实马克思的话语体系，在发展与实践过程中将党的理论与马克
思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大众性、创新性等相结合；不断完善马克
思话语体系宣传部门的组织结构，在高校增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课，注重教材中马克思话语体系的正确性与逻辑性，并且不断提
高马克思理论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加强管理新媒体对马克思话语
体系传播的途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树立科学的话语导向，以
确保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建设；努力推进马克思话语体系与我国经
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有机结合，让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内涵为
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同时，我们也应该不断完善思路、创新方
法，不断巩固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内涵、不断发展并创新马克思的
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65:52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65:120. 
[3]陈锡喜.马克思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当代解读和启示[C].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9:10-20. 
作者简介：王欣媛（1995.01-），女，汉族，籍贯：黑龙江

齐齐哈尔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7 级在读研究生，硕
士学位，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汤敏
（1993.01-），女，汉族，籍贯：内蒙古赤峰市，辽宁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17 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