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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研究

王　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文献建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献建

构，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本特征、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类文本、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范

围、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功能。从人才培养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献建构分一级学科层面 和

各二级学科层面。一级学科层面的文献建构，要反映各二级学科在文献建构上的共性要求、涉及马克思主 义

理论学科的逻辑体系、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方向。各二级学科的文献建构，要反映各二级学科 培

养具有自身专业要求的专门人才的需要，它们在文献建构上必然有不同的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文献建构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３９（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０７－０７

　　文献作为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载体，
是一个学科 理 论 研 究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基 础 和 依

据，文献建构则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之际，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就明确地将“马克思主

义文献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等的

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并

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普遍开设“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作为一个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

其发展的基础性学科，全面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专

业文献，己成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文献建构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整体性、学术性与意

识形态性的统一，为党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服务等特点。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必

须要着眼于悠久深厚的历史性、继往开来的发展性、
指导实践的前瞻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点体

现在学科文献的建构上，必然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同

的特点。
（一）文献建构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

本特征

这主要表现 在：一 是 整 体 性 与 分 科 性 相 统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

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并
“将理论研究同解析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

来”。”整体 性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 的 突 出 特 征。



统领六个二级学科的文献，一方面要凸显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整体性，从分科性走向整体性；另一方面也

要用分科性补充整体性，通过体现各二级学科的专

业特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辐射范围更深、更
广。只有在“分”与“合”的交互之中，才能真正建构

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献。
二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内容和政治使命是高度统一的。它旨在探索并揭

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争取无产阶级的自身

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因此，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文献建构，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定

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既
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然界、人自身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也要反映科

学理论在工人运动的实践、社会主义实践运用中所

取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还要反映科学理论在

指导实践并被实践检验的曲折过程中各类马克思主

义者的文献，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阶级色

彩的本色。
三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是一门历史学，它要研究马克思王义理论及其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

播与发展，特别是它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历史。可见，
它关注的不仅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还有正在发生的

未来的历史。历史总是现实的，总是和时代的发展

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促

使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回应和解答时代

变化所提出的各种课题，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
创新。因此，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点也就内

在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的基本特点

之一。
四是意识形态性与思想教育性相统一。马克思

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

想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

的指导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支撑，是集阶级

性、政治性、方向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具有意识形态

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传播、解读

和普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人民大众、青年学生进

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的文献建构，必然要把对阅读者实行意识

形态教育和思想教育作为基本目的和要求，使他们

通过文献的阅读和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

的信念。

（二）文献建构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类文本

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核心和重点。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中所要反映的文本主要

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

开发表的文献。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

的基础内容，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它们是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 对 其 理 论 观 点 的 全 面、系 统、理 性 的 阐

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研究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基本依据。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完成的手稿。这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的重要补充内容，如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经 济 学

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经 济 学 手 稿》等。带 有 草 稿

性质的手稿是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路历程

和思想进程的真实记录，也是反映他们思想变化、理
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线索。

三是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书信。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不能忽视的重要

文本，如马克思给恩格斯、维·伊·查苏里奇、约·
魏德迈、路·库格曼等的书信。这些书信包含着大

量的思想理论、政治材料，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一些作家的评论，包含着他们当时所关注的重大思

潮。这些细节性、阐释性的内容是深入理解和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
四是读书摘录、笔记、批注、记事笔记和 谈 话 记

录等其他形式的文献，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如
“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它们是读者（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作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阅读

的书的作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是我们探源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理论开端，剖析其理论建构、
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

（三）文献建构要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范围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的基本要求。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一代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中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

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献建构应以理论创始人、理论实践者、理论研究者

为主体，拓宽文本作者，体现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的发展性，虚怀若谷、包纳百川的开放性。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作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的 创 始

人，其理论文献是学科文献建构的核心。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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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在探索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创立

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博

士论文，到 标 志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创 立 的《共 产 党 宣

言》，到马克 思 探 索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运 动 规 律 的

《资本论》再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撰写的著作和恩格

斯的最后一篇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８年 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和恩

格斯一生的理论著述都证明其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创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前苏联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实践者，是

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两个

层面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其理论文献是学科

文献建构的主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

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要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使命和社会功能的唯一途径。以列宁为代表的前苏

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在
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成果，应该成为学科文献建构的重要组成内容。
例如，列宁的《论粮食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形

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等，都是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

论成果。此外，斯大林具有一般科学价值的文本也

应该包括在内。不论怎么样，“斯大林，他的一系列

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外学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力军，其

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反映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拓展研究生的

理论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也应成为文献建构中不可忽缺的部分。比如，以客

观视角研究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

的“马克思学派”的理论研究者，弗·梅林、戴维·麦

克莱伦、吕贝尔、尼·拉宾、艾伦·伍德等的理论成

果。在立场坚定性和视域开放性的结合中，兼容中

外学者的理论观点，是学科文献建构应有的气节和

风范。
（四）文献建构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的传播、解读和普及的过

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的同一性，决定了研

究生研读理论文献过程与对研究生进行理论教育过

程的同步性。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

应以文献内容推进文献功能，在科学地建构文献的

同时要注重发挥文献的教育功能。
第一，注重文献内容的基础性和重点性，是发挥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的理论教育功能的基本前

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应全面表述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系统勾勒其发展的历史

过程，完整呈现其专业理论体系，与此同时，要强化

对重要理论、观点和争议性问题的阐释和论述。这

是使研究生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辅助研究生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学科文献的基础理

论教育功能的前提条件。
第二，注重 文 献 内 容 的 现 实 性、前 沿 性 和 开 放

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的理论教育功

能的重要环节。理论接受的过程，是一个从认知走

向认同，最后发展到践行的过程。理论灌输只是实

现学科文献理论教育功能的起点，注重文献内容的

现实性、前沿性和开放性，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

现实、关注前沿、借鉴自省的秉性，以鲜活的姿态使

研究生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真正实

现学科文献的理论教育功能。为此，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文献建构，一方面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跟随

理论研究的 逐 步 深 入，随 时 更 新 研 究 成 果、研 究 动

向、研究趋势，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和

发展性：另一方面要树立世界性的研究视域，以开放

的胸怀、发展 的 眼 光，积 极 吸 纳 和 借 鉴 人 类 文 明 成

果。
第三，注重文献内容的方法性和指导性，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的方法教育功能的体现。毋庸

置疑，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和分析问题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实现

理论教育功能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的目

的之一。但是，理论研究以方法为前提。研究路径

的选择、研究思维的转换、研究范式的确立是能否取

得理论成果的关键。从方法角度，指导、启发研究生

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文献建构的一个不可忽

视的重要方面。

二、一级学科层面的文献建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是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科学体系、实际

运用的研究和教学，因而这个层面的文献建构必须

反映该学科理论的基础性，以及各二级学科专业发

展的方要反 映 各 二 级 学 科 在 文 献 建 构 上 的 共 性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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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是贯穿于马克思主

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的“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

论体系。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征，更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基础。
因此，从内容上看，一级学科文献建构应该从马克思

主义理论自身的整体性角度反映各二级学科在文献

建构上的共性要求。
（一）对世界观、方法论的反映是一级学科文献

建构的基点

马克思主 义 是 最 革 命、最 科 学 的 世 界 观、方 法

论。正是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唯

物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剖析，发现了

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的指导和运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学科文献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因

此，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文献的过程中，
应该坚持理 论、历 史 与 现 实 相 统 一 的 方 法，将 世 界

观、方法论及其运用贯穿其中。
（二）以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一以贯

之”的理论内容作为一级学科文献建构的基础

从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开始，到列宁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后

来中外学者的相关文献，前者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理解和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奠定了基础，后者则为

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了借鉴。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文献建构中，应该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理论的相

互联系性，特别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的逻辑关联，从而表明它们是反映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文献。
（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思想宗旨与逻辑

探求相统一的映现是一级学科文献建构的核心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在完成了思

想和行动上的“两大转变”以后，就把实现无产阶级

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研究的思想宗旨，
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则成为他实现这

一思想宗旨的逻辑探求。因此，一级学科层面的文

献建构应该体现思想宗旨与逻辑探求的统一，实现

从整体上建构一级学科的文献。

三、各二级学科的文献建构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一 级 学 科 文 献 建 构 的 基 础

上，建构各二级学科的文献，反映的是各二级学科培

养具有自身专业要求的专门人才的需要。不同的二

级学科在文献建构上有不同的要求，下面我们分别

从六个二级学科来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

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

表达，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

的文献建构主要表现在：
第一，勾勒、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 本 原 理。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发展道路的论

述，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对

规律客观性的尊重和认识，再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

提出，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文献的建构，勾勒一条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主线，以及不断发

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

主张。
第二，反映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经 受 怀 疑、诋

毁、封锁和打击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

诞生时敌人的“缄默抵制”，到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

交遇到 的“马 克 思 主 义 运 动 的 极 端 严 重 的 内 部 危

机”，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马

克思的“复活”，以及新的世纪之交以来马克思主义

所遇到的新的挑战，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文献的建

构，勾勒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曲折线路，
使研究生通过阅读文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发展过程。
第三，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

的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建构国外学者关于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献，一方面可以通过他们的思想

言论，让研究生客观地认识和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状况，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状况和我国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

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研读这些文献，使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

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

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史 是 一 门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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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的科学。它通过侧重于

思想史、学说史的研究视角，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学科相区别。基于此，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文献建构应该囊括马克思

主义思想发展的整体概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

展的历史性、开创性、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文献建构，在表现方式上

可采用多主体、多角度的呈现方式。既可以用马克

思恩格斯的文献系统勾勒，也可以用列宁的文献表

达，还可以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文献反

映，通过多主体、多角度，呈现出用马克思恩格斯的

文献表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用无产阶级革

命家列宁的文献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用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的文献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主

线。通过全方位、多元化阐释研究对象的表现方式，
使研究生能够在文献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进行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和思考，掌握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脉络。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单纯地为了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目的在于透过对马克

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自身

发展和指导实践的历史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

的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殊规律，
特别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发展的规律，从而

在了解和把握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现状的基

础上，面对新世纪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探讨马克思主

义仍然能够继往开来地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因此，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的文献还应该编入一些中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的相关文献。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王义同中国具体实

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学科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文献建构，应充分体

现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性和实践

性、本土性和 外 来 性、探 索 性 和 试 错 性 相 统 一 的 特

点。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

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

性、中国的作 风 和 气 派，体 现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伟 大 力

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一个理论探讨问

题，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从

而逐步形成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文献建构中，要充

分利用中外文献，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

涵、基本要素、基本理念、基本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

基本概念。在形式上，甚至可以利用一组论战性文

献进行集中阐发。这样，一方面可以从不同学者具

有不同视角的文献上启发研究生深入思考，另一方

面也可以以百家争鸣的氛围，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研究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是深入研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构成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文献的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为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

度为重点，总结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

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在社会

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深

入研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

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

规律，明确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条件下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学科的文献，还应该有意识地收列国外学者的

相关著述，以开放的心态、批判的眼光、发展的视野

引导研究生加强研读。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

行研究的学科。基于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

的文献建构，应该遵循敞开胸怀、全面介绍，坚定立

场、客观评析，借鉴吸收、深化发展的原则。
从内容上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文

献应该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外国共产党人根据时

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包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研究，社会主义国

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对资本主义持

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三是既

批判资本主义又批评现实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有关研究，四是由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等。
因此，在上述内容的安排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学科的文献可以采用对比映照的方式，通过用外

文和中文两种语言风格，用国外学者和中国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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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立场，交相辉映地详尽介绍和评价国外马

克思主义各主要流派的观点。采用国内相关的经典

文献，从总体上评述国外一些主要流派的观点和思

想，再辅之以国外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英文文献，将原

版文献与中文评述相互对照，在观点与评述的对应

中，可以强化研究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和把握。
在系统介绍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

同时，反映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文献建构的重要组成内容。一

是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基础性、热点性、前
沿性问题。例如，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合理定位的问

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这类关键性、前提性问题

的文献，是 研 究 生 确 立 研 究 专 业 基 点 的 基 本 条 件。
二是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文献。通过对

研究路径、研究范式、理论思维方式等内容的文献的

介绍和讨论，可以说明思维方式在研究中的地位和

作用，同时也可以启迪研究生对自身研究范式、思维

方式的思考。
（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
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

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

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文献建构应该循着从宏观

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的思路进行，使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得以深入、细致发展，从而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命线”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经历了一个发展过

程，文献建构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角度

入手，收列有关回顾该学科创立与发展的历程，探讨

该学科的内涵、学科的性质、学科的研究范围、学科

人才的培养、学科体系的建构、学科内在制度的建立

等事关学科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的文献。
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成长进步发

展的学说，但同时也是一项实践活动，其文献建构应

该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深层价值和本质的认识，思
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范畴和功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述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的历史、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等，还应该包括探

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本质、目的、内容、对象、
主体等构成要素，探讨教育方法的概念、范式、形态

等的发展变化过程，探讨影响教育过程的环境系统

的结构和功 能，探 讨 在 社 会 的 动 态 发 展 中，思 想 教

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取得实效的新的契合点，深

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环节和条件，探讨科学化、民
主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从活

动实效的角度，客观评析这一活动的地位、作用等的

文献。
（六）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

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

路和改革开放，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

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

验的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文献

建构，应该始终围绕“中国”这个历史主体，体现中国

社会在革命、建 设、改 革 发 展 过 程 的 曲 折 性 和 前 进

性。
阐明历史和人民的“四个选择”，是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研究文献建构的主题。在把握这一主题

的基础上，文献建构中所要把握的内容主要有：一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例如，马

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

国》，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二是反映

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

验的成果。例如，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

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江泽民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的《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三是敢于直

面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经历种种历史挫折

的文献。例如，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等。

此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文献建构，
还应该考虑以怎样的视角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的研究。一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整体性研

究视角的文献开阔研究生的研究视野和思路。二是

建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不同角度和方法的

文献，描绘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范式、方法

和路径。三是建构强调史料重要性及探讨史料路径

的文献。史料收集方法、如何有效利用数据库进行

观念史研究、学科发展概况等，都应该在文献建构中

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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