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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情结”问题，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问题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本书考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情结的生成和演变过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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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
中国化。
1989年在聊城师范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在陕西师范
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作者长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曾在《中州学刊》《社会科学战线》《晋阳学刊》《当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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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情结的本义出发，借鉴其他关于情结的解释，我们站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可以把“
马克思主义情结”定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尊重、执著、热爱和依恋之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念、关注、宣传、赞扬、追随、研究、纪念以及终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
在情结众多的表现形式中，信仰是情结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
但情结与信仰并不完全等同。
有信仰则必有情结，有情结却未必有信仰，如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却仍然可能具有一种“
马克思主义情结”。
科学情结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价值信仰，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趋势理解与把握基础上的一种
伦理觉悟，与一般所谓的情结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情结是一种科学的信仰，是一种价值理性追求和伦理精神的内化。
这一定义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因为在国外，也存在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思潮，无论他们的理论学说是否真的能够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自居
，说明在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情结”。
在国外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学家，他们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甚至连室内的布置都显
示出其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特别是近年来，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方国家连续召开，“千
年伟人”的评选多次举行，而马克思却能脱颖而出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这些举动和结果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价值力量以及在西方国家的巨大影响力。
当前，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西方“《资本论》热”将业已持续多年的“马克思热”又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而且范围也由专家学者扩展到普通民众，可以说，西方国家人们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在沉寂
了多年之后又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扳机”的触发下重新被激活了。
英国《卫报》2012年7月4日发表斯图尔特·杰弗里斯的文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
指出：“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
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
”“卡尔·马克思这位留着漂亮胡须的革命理论家的也许是最惹人喜爱的时来运转是，他最近被开姆
尼茨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
⋯⋯虽然卡尔·马克思已经死去并葬在海格特公墓，但在渴望获得信贷的德国人当中，他却活着，而
且活得很好。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复兴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
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①实际上，自从“马克思的幽灵”出现以来，西方社会就已经被其所笼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
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心中都已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情结”，只不过在反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心中，
这种“马克思主义情结”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愤恨的形式出现的，即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
这一点既无法从逻辑上否定，也不能在现实中否定，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情结”对于站在马克思主
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立场上的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其内涵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不断地遭到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诋毁、污蔑和攻击，正是其“马克思主义情结”
存在的表现，“马克思的幽灵”在他们的心底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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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背景是怎样产生契合点并最终成中国的指导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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