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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视角看,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几乎都是从传播者角度展开的。其不足是未能

清晰而明确地凸显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体地位。从主体认识论向度来开展此研究 ,是对上

述不足有效弥补。对于普通大众认识或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来说, 关键事件、相关人物、日常生活等是重要

的认识中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必须找准这些认识中介, 唯此, 才能使人民群众自觉有效地接受马克

思主义, 达到/ 润物细无声0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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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 rent academic researches o n the popular ity of M ar xism are almo st fr om the angles o f communicator . T he w eakness

is that it does no t clea rly highlights the people. s principal po sitio n in the pro cess o f the po pularit y of M arx ism. T he st udy fro m

the epistemolog ical dimension effectively makes up for this inadequacy. Key events, relevant people and ev er yday life ar e the

import ant intermediar ies fo r t he general public to know o r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 f M ar xism. W e need identify these inter-

mediar ies to pro mote the popular izat ion of M arx ism. Only in this wa y can we make the peo ple effectiv ely and consciously accept

M arx ism and achieve the pur po ses o f/ moisten thing s silentl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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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展开过程, 就是先进理论

掌握群众以及人民群众掌握先进理论辩证双向互动

过程。所谓人民群众掌握先进理论, 就是让马克思

主义这一科学先进理论走向人们生产与生活实践,

被人民所主动认识、积极接受和有效内化,并不断外

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行为。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过程,就是人民群众自觉发挥主体能动性来认

识或深入认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这一角

度看, 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首先要从主体认识论

的角度来微观考察, 这不仅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过程中主体性地位的积极彰显, 更是进一

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性的必然要求。而当

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几乎都是从

传播者角度而不是认识主体角度系统分析并展开

的,这一研究现状,进一步凸显了本选题的积极意义

与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论内涵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从质

与量、特指与泛指、时间与空间、过程与结果等纬度

做了较为全面考察。其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就是

围绕如何具体而实际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

)1)



刘庆丰等:找准中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选择 ) ) ) 一种认识论向度下的微观考察

此, /学者们从理论建构、引导方向、制度安排、传播

方式、话语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0, 他们认为,

/在理论建构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提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在引导方向上,领导

干部要牢牢把握-大众化. 方向, 做好-化理论为方

法、化理论为德性. 的示范;在制度安排上,形成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制度化的头脑;在传播方式上, 要立足

日常生活, 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0[ 1]

不难看出, 当前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从传播者的角

度而不是认识者角度、从教育者角度而非被教育者

角度来探讨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无疑,这

种研究视角是十分重要且正确的。但其略显不足之

处在于, /缺乏对具体、微观对象的分析研究, 忽略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大众. , 不研

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对象即大众的生活、思

想、心理等具体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的研究就有可能陷入某种悖论之中, 即研究的越多,

越容易陷入-大众化. 研究不能-大众化. 。0 [ 2]
当前研

究现状的不足, 凸显了本选题的积极意义与时代价

值。即是说,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必须

首先从接受者角度即从认识发生发展角度开始, 赋

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论内涵是, 在建设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这一进程

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作为认识客体的

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人民大众这一认识主体积极主动

地以观念形式深刻反映, 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不断运

用、实践、发展。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在客观/信息总和0形式, 依据

特定认识中介, 经过人民大众的主观选择、思维加工

和思想建构等环节, 内化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行为导向,等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论目

的,就是试图使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走出

专家学者的书斋,走进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 使得马

克思主义真精神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指

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 就是人民群众

自觉发挥主体能动性来认识或深入认识并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过程, 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

中具有主体性地位。从这一角度看, 赋予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认识论内涵的积极意义便是, 只有首先从

主体认识论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准确而

全面掌握认识主体的认识规律和特征, 才能真正彰

显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进而才能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传播活动。

二、认识中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功用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尚未展开阶段, 作为认识

客体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主

客二分的对立统一体, 二者要达到内在统一即达到

用马克思主义/化0大众进而使得二者有机结合, 必

须经过一定的联系和过渡环节即认识中介, 正如黑

格尔认为的那样,任何真理、理性都不是直接表现出

来的,都需要一定的中介。他在分析/上帝0/ 永恒0
/绝对0时说, /比这样的字更多些的东西, 即使仅只

变为一句话,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向他物转化(这个转

化而成的他物还必须重新被吸收回来) , 或一个中

介。而这个中介却为人嫌恶,仿佛如果承认中介不

仅限于表明它自己不是绝对的东西并且决不存在于

绝对之中, 而还具有更多的含义,那就等于放弃了绝

对知识。0 [ 3]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转向、近代西方哲学

的语言转向,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试图探寻人

类/思维之网0捕获/自然现象之网0的工具即获得人

类的认识中介。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主观沟通客观的

桥梁,而近代西方哲学则把语言、符号作为认识的中

介。这两大转向也进一步彰显认识中介在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过程中作用。具体来看, 所谓认识中介,现

行的一般观点是, / 它是以各种形式的认识工具、认

识手段为要素,包括运用和操作这些工具的程序和

方法在内的系统。从认识中介的要素来看, 它主要

由物质性认识工具、观念(知识)性认识工具和作为

感性符号系统的语言工具所组成。0 [ 4]
深入推进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 为及时而准确发挥认识中介

功用,必须扩展和深化对这一认识中介概念的认识。

任何一个概念, 都是对现实中的具有差异性的

多种多样的具体同类事物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

高度抽象概括, 它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要具有统摄

性,即一个特定概念能够容纳现实中的多个具体。

/鸟0这一概念,应当而且应该包括现实中的诸如喜

鹊、乌鸦、黄鹂等多种具体的/鸟0。而现行的认识中

介这一概念却不具有完全的统摄性, 具体表现为,它

未能完全将认识实践中的/认知场景0、/相关人物0

等较为重要的具体的认识中介统摄其中。任何认识

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认知场景,即具体认识得以发

生发展的各种相关事件、具体时空及其各种现实性

外部具体条件。认知场景通常表现为时代关键事

件、日常生活、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具体场域及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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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中的相关附属物。同时,任何认识的发生发展,

从人的因素来看,除了需要认识主体主观努力外,还

离不开他人指引与帮助。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视

野下的认识主体, 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人或集体。这

些具体的历史的/人0, 其认识能力不是完美的/定

在0, 而是辩证发展的动态的/现在0, 人们在认识特

定客体时, 受自身认知能力的/现在0性约束, 很多情

况下都必须借助/外脑0即他人指导与帮助。这些指

引者和帮助者是认识中的/相关人物0, 他们与认识

主体之间的关系常表现为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朋

友关系、同学关系等。现代汉语大辞典解释, 中介,

是指/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两极之间起

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对立的两极通过中介联成一

体。0这一定义规定了中介的本质特征, 即中介是两

个事物之间达到统一的过渡环节。/认知场景0、/相

关人物0都是认知主体与认识客体相统一、主观沟通

客观的桥梁纽带,是过渡环节, 可以而且应该将它们

纳入认识中介这一范畴中。综合分析, 似乎可以将

认识中介的定义扩展为: 在特定的认识主体和认识

客体关系中,一切有助于主体认识或深入认识客体

的时空(场景)凭借、人物凭借、工具与方法凭借等物

质实体与观念实体的总和,时空(场景)形态的中介、

人的形态的中介、物的形态的中介、观念形态的中介

是认识中介基本类型。

作为认识中介的认知场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过程中的作用就在于, 它在沟通历史与现实中促使

人们认识或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总体来看, 认知

场景对认知发生发展的作用表现在, 它从时空上沟

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此地与彼地, 把认识从一个

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一个场域与另一个场域紧密牵

连在一起,实现着认识时空的不断转换。在这种转

换中, 认识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对原

有的各种与认识客体相关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

构,进而得出新的认识或见解, 实现着认识主体知识

的不断累积与更新。具体情景(场域)与关键事件是

认知场景的两大基本组成,它们之于认识的作用是

不同的。/现代社会中,科学认识对于认识情景的依

赖性大大加强, 对于认识工具, 认识方法和认识主体

等的依赖性更加突出。0[ 5]
具体情景(场域)对认识的

作用就体现在情景或场域的在转换过程中所体现出

来的差别性,为认知发生或深化提供了条件与机会。

倘若没有监狱这一具体认知场景,没有从自由世界

到监控世界的转换, 犯罪分子是绝对不会深刻认识

法律的威严的。关键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认知场景,

具有时间和场域的双重内涵,关键事件不仅能够激

发或引致人们的认识兴趣(这种兴趣常常表现为认

识主体的/好奇心0) , 而且能够深化原有认识水平。

关键事件往往由社会上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所

引致,其发展结果,不是找到了解决关键问题的新办

法新途径,就是引致新的关键问题。这些社会上的

关键问题, 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对这些焦

点重点问题,人们因其与它的利益关联度不同而导

致了情感的复杂多样性, 要么焦虑, 要么兴奋, 要么

感到神奇、神秘,等等,无论这种情感多么复杂, 其结

果可能只有一个, 就是持续关注。这种持续关注是

社会对了解和掌握关键事件发展的一种认识上的

/需求0 ,而/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这种需要

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0 [ 6]恐怖事件

发生后,人们对恐怖组织及其相关产生了兴趣和好

奇,这种兴趣与好奇不是儿童那种基于好玩心理上

的,而是人们渴盼通过对/恐怖相关0的了解与掌握,

来进一步有效规避此类事件发生。对于理论传播来

说,关键事件更为重要。关键事件发生后,旧的生活

生产秩序被打破, 新的社会秩序正在或尚未建立。

新旧社会秩序转型表现在人们思想上,就是价值迷

茫。人们价值迷茫时代, 是思想理论彰显其魅力并

不断被人们所认知的最好时代。只要先进的理论能

够主动出击,通过利益引导、心理疏导、行为开导等

方式,便可主动占领社会成员的思想空地,获得社会

成员的认可和信仰。

具体来说,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或深刻认

识并自觉化为行动的指南,总是按照上述认知场景

对认知主体产生作用的理路行进的。即是说, 人们

总是在一系列特殊而具体的认知场景中认识马克思

主义的。以认知场景中的关键事件为例, 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人民群众所认知过程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过程高度叠合, 这两大过程总是由一系列

关键事件所引致。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

从理想转化为了实践, 它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和世界历史新时代, 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世界历史

性的关键事件。这/一声炮响0的历史性关键事件,

为我们送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人们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是中国人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契机。这一关键事件对中国人民认识马克思主

义的作用过程是: 它使得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知

识分子,在与当时的其他社会思潮比较后认识到,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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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不是永恒的, 资本主义道路并非人类发展的

唯一道路,正如青年毛泽东兴奋地说的那样, /我看

俄国式的革命, 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

通的一个变计。0[ 7] 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走俄式社会

发展道路,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发展经济文化上落后

的国家,就必须认真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

如此,十月革命之于中国人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关

键性地位还在于, 它为人们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提供了实践证据和国际环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的建立,不仅使得中国人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

践力量和实践魅力, 而且它还为中国人民学习马克

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范本。刚刚离

去的全球金融危机, 是现时代国际社会上发生的重

大的关键事件, 这一关键事件的发生, 没有逃脱马克

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性理解,它再次激发人们

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欧洲市场上5资本

论6热销而导致的脱销就是例证, 这再次证明, 关键

事件对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模仿是人的天性,人是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

一般而言, 孩子总是在无意识地学习与模仿家长,学

生总是习惯性地按照老师思维方式思考。而影响了

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必将影响一群人。党员领导干

部、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等是人民群众认识和学

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相关人物0, 倘

若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群能够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力,

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纵深拓展。这些/相

关人物0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主要

体现在他们为人民群众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

榜样力量,进而进一步激发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积

极主动性。从一定程度来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

并使之大众化的基本人群是各级党政干部和马克思

主义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各级党政官员是凭借完

成行政事务来传播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生动体现,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质, 各级党政官员

必须切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努力

以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

至上论,以细致入微、恰当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彰显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真理性,唯此,才能增强马克思

主义的现实说服力和感染力,增强人们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动力,让人民大众在接受各项服务中学习和

认识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方式是学术传播。这要求他们深入实际, 以自己掌

握的广博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深入浅出

的分析社会日常问题, 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逻辑思辨力和现实解释力,这样,不仅理论的魅力和

理论吸引力能使得群众愿意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

义,而且群众还在专家学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具

体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正确

方式方法。社会知名人士也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力量,在人民群众眼中,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

是比较成功的,是学习的榜样。倘若他们能够自觉

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 并不断在实践中彰显, 这必

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信仰。

实践也进一步证明, 党员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社会

知名人士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不可低估作

用。毛泽东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还是研

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主

体认识论角度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指出, /共产党

员如果真想做宣传, 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

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

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 不要人听。许多人

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 听得很懂,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

八股,人家哪里会懂昵?0 [ 8]

三、找准认识中介、开展体验式学习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选择

  认知场景、相关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

要认识中介,为充分利用它们,需要认识主体即人民

群众发挥自身积极主动性,采取自我体验式学习方

法,在具体场景中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

自我体验式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理论

说教式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二者的根本不

同之处就在于, 前者主张发挥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

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 依据具体认知场景,主

动把书本上高度抽象概括性描述转化为认识主体所

熟知的具体实践经历, 主动把书本上学术性语言转

化为认识主体的日常生活语言,进而使得认识主体

结合自身实践体验, 充分理解理论、高度认同理论、

自觉运用理论。而后者则强调外部力量对于认识主

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主张用经院式的那种

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的思辨传播方法。强

调人民群众采取自我体验式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

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特定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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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价值观念是特定时期实践的系统化、科学化、规

范化地概括与总结, 实践是其产生的源泉,实践特性

是其根本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它 (马克

思主义理论)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

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

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

一般表现。0 [ 9]
人民群众只有结合自身实践经历来理

解并走进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实践背景, 让自

己做特定历史的主人, 才能体验到特殊实践环境的

具体历史感,才会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历

史必然性。

开展自我体验式学习,最为关键的是需要深刻

把握/日常生活0。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无产阶

级文化领导权要覆盖日常生活领域和非日常生活领

域。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主张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 不仅是充分利用日常生活

这一认知中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 更是

中国共产党实现文化领导权覆盖日常生活领域的重

要举措。日常生活是一种最为常见而又具体的认知

场景, 相对于非日常生活领域而言,它具有场景内容

的丰富性、表现形式的感官性、表现载体的具体可见

性、场景位置的相对固定性等特点。处于具有这样

特点的认知场景中, 人们可以较为直接现实地、经常

不断地接触和了解认识客体,往往在不经意间便积

累和增进了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正所谓/熟能生巧0。
对日常生活把握和理解的程度不同, 对事物认识的

水平和层次便不同,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同一句格

言, 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

和在一个天真可爱, 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

义是根本不同的。,,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 虽

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 这些宗教真理

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小孩也懂宗教的

内容,可是对他来说, 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 还存在

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0 [ 10]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日常生活的活

动领域与边际越来越宽广,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普通

人民群众重要的存在场域和认知场景。与知识分子

认识马克思主义不同, 普通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化水

平较低者, 他们主要是/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来理解
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一种琐碎的方式, 以微观见宏

观、以感性见理性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通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变化来判断马克思

主义是否可行、可信。0[ 11] 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不

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和概念的自身运动与发

展,而且还是对生活实践的真实总结与高度概括,它

蕴含着真切的生活情感和实践道理,它不是呆板僵

化的教条, 而是蕴含了行为处事的方法论原则, 普通

大众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不能仅仅依靠短期的/快餐式集训0,还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长期领悟、体味、熏陶和体验,需要边生活,

边学习,将学习成果内化为思维认识图式,并以此来

改善和提升生活,用生活实践检验学习内容, 并以此

来增添学习动力。具体来说,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

中学习认识马克思主义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切实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这些制

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实践化,蕴含着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贯彻这些规章制度

过程就是进一步体会、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

程;二是要认真体会社会生活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显著变化。这些显著变化都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取得的成果,体味这些变化, 有利于我们在

实践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力量,增强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积极主动性; 三是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基

层党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举办的各级各类马克思主义

普及和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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