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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火种，一经播撒，在世界点燃理想之光；
一种信仰，历经考验，引领人类进步的征程。
170 年前的二月，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在伦敦

出版，“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横空出世，从此影响着世界，也改
变了中国。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之际，一些欧洲的专家学者
和政党人士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解码”《共产党宣言》以
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秘
密。

“《 共产党宣言》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无论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白天鹅餐厅”，还是英国
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书馆，这些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酝酿写作《共
产党宣言》留下足迹的地方，如今比以往更加吸引世人崇敬的目
光，来自世界各地的瞻仰者络绎不绝。

“(2008 年)金融危机、投机、泡沫破裂……很多人意识到，
这一幕不仅在历史上发生过，还被马克思研究过。”荷兰皇家文
理学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是马恩文献手稿主要保存地之一。研
究所档案馆馆长范德海登告诉记者：“人们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
已经过时，可是，当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再度出现，大家发现，要
理解当今世界，马克思 100 多年前写下的文稿和著作依然很有
价值。”

“《共产党宣言》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英国共产党总书
记罗伯特·格林菲思说。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价值之一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人
类历史进程总体而全面的分析。”格林菲思说，从马克思的年代
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核心本质没有改
变。《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历史的概要总
结，时至今日依然价值巨大。

虽然 170 年过去了，但《共产党宣言》仍然适用于分析西方
社会的制度性弊端，如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冲
突、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等，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
题。

影片《年轻的卡尔·马克思》的导演拉乌尔·佩克指出，马克
思主义仍是认识当今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宣言》的
有关章节仍是西方世界的真实写照，“他和恩格斯描述的资本主
义的特质今日仍全部存在”。

危机让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

在英国有关共产主义藏书最丰富的机构、伦敦的马克思纪
念图书馆，近年来申请成为会员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数量
不断增加。

图书馆董事会主席亚历克斯·戈登告诉记者：“渴望真知、渴
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问题何在的年轻人纷纷来到这里，弥补自

己的‘知识真空’。”
荷兰皇家文理学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东

认为，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系统
性大问题，人们想了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大问题出在哪里，
“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回潮了”。

在欧洲，马克思理论不仅重返一些大学的校园，马克思文
献电子数据也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马克思著作读书会、马克
思秋季学校吸引着求知者的目光。设在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
尔市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还将于近期举办《共产党宣言》读书

会……
西方社会每遇到一次危机，就会引发一场“马克思主义研

究热”。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登上过西方几乎所有重
要财经类报刊的封面，几乎每天都有分析评论新作援引他的
观点。西方社会有识之士再次认识到，当今西方社会制度之弊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方能解释。一些学者开始用《共产党宣言》
所阐述的原理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

电影导演佩克指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经
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和批
判，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他们的“基石都是马克思”，
“人们认识到，只要还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就不会
过时”。

马克思主义真谛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

上世纪初，随着《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开始
在中国传播。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
地写在旗帜上，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目标展开了波澜壮阔
的奋斗。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
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共产党宣言》基本原
理进一步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不容置疑。”在罗伯特·格
林菲思眼中，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在于成功地让马克思主义
活的灵魂在中国落地生根，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格林菲思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源自于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
民群众利益服务的动力。

西苏格兰大学社会科学荣誉教授约翰·福斯特认为，《共
产党宣言》为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推动实现社会变革
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
成，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认
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库钦斯基认为，虽然写于 170
年前，但《共产党宣言》的灵魂仍然活着，《宣言》描述的资本主
义社会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
的灵魂，而且还根据实际，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

170 年过去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著作仍散发着时
代的思想光芒。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马克思主义必将在
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续写不朽的篇章。

(参与记者：黄泳、翟伟、应强、刘芳、潘革平、张代蕾、金晶、
张曼、任珂、张远、王子辰) 新华社布鲁塞尔 2 月 23 日电

真理之光更加灿烂
专家学者谈《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新华社伦敦 2 月 23 日电(记者金晶、顾震球)2 月的英格兰
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经常是斜风细雨，潮湿而冷冽。然而，这丝
毫未能阻止一拨又一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访这个建于
1653 年的“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 切塔姆图书馆。

吸引这些游客前来的，不仅仅是其红褐色的中世纪砂岩建
筑、记录着岁月痕迹的木制书架和大量珍贵的古籍及手稿。人们
尤为关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伏案工作时使用过的一张
长方形橡木书桌，如今仍完好地存放在图书阅览室里。

弗格斯·怀尔德或许是最熟悉这张书桌的人。现年 56 岁、头
发花白的他，是这家图书馆的高级管理员，已在这里工作了近
20 年。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张浅褐色木桌及其配套的长条形
木椅与 170 多年前没有什么变化，随着时光的流逝，显得更加厚
重。正是围绕着这张木桌，马克思与恩格斯查阅大量资料，展开
思想交流，酝酿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经
典之作。

这张静静的书桌对两位革命导师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多
年后，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几日，我又在这
个偏隅的四边长方桌旁坐了许久，这就是 24 年前我们坐在一起
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彩色玻璃窗让我觉得天气总是很

好。”
1988 年发表的德文版《马克思与恩格斯摘要与笔记：

1845 年 7 月至 8 月》专门收录了他们在切塔姆图书馆阅读大
量经济学、哲学、法律等领域书籍后写下的心得。“这些笔记和
他们阅读的书籍对他们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怀尔德说。

怀尔德还告诉记者，两位革命导师曾经阅读的书籍原件
如今仍然可以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如《曼彻斯特附近 30
至 40 英里的乡村描述》《穷人的状况》和《英国中等及上等阶
层人士责任调查》等。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集中思
考并研究资本主义的弊病。这座图书馆丰富的书籍帮助他们
找到更多理论依据，创作了《共产党宣言》等历史巨著。

这张木桌没有像其他“著名景点”一样被物理隔离而遥不
可及。桌旁有一个不起眼的解说牌：“卡尔·马克思的书桌”。人
们可以近距离观看、抚摸，甚至可以倚靠在桌旁稍坐片刻。

“每天我都会在这张书桌旁坐一会儿，或处理日常工作，
或思考人生，”怀尔德说，“有时候，我仿佛看见马克思和恩格
斯从那扇小门走进来，坐在这里潜心阅读，探讨重要问题。”

怀尔德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贪婪本

性的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及他
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洞察和分析。

“能够明显感受到，近年来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和兴
趣有了‘重生’，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意义，更因为
它日益凸显的现实意义。”怀尔德说。

“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危机和又一个危机之间挣扎。
过去的 30 年充分证明，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贫
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布不公，这些问题人们或早或晚都要
面对。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今天在西方仍然给人们启
迪的原因。”怀尔德说。

来自法国的游客什洛·玛丽亚在那张木桌前徘徊了很久，
不时翻阅两位导师阅读的书籍。她说：“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不
少问题，我们都在找寻答案。想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就坐在
这里，思考人类这些伟大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神奇，也对现实
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对于怀尔德来说，每日可与马克思“零距离”接触，给了他
更多思考的便利。“毫无疑问，马克思理论和他对历史的解读
具有不可估量的珍贵价值。事实也不断证明，马克思的分析和
批判是正确的。”

新华社阿姆斯特丹 2 月 23 日电(记者刘芳、翟伟)岁月已使
墨迹模糊，涂改勾画更让语句难以辨认。发黄发脆的纸页上，只
有页脚标注的几个德文单词清晰可读———“手稿 卡尔·马克
思：《共产党宣言》第一稿”。

穿过幽深的走廊，打开厚重的铁门，记者走进荷兰皇家文理
学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档案馆。橘黄色的灯光下，《共产党宣言》
现存于世的唯一一页手稿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柜里。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
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与历史交汇的情境里，马克思、恩格斯发出
的时代呼喊仿佛越过 170 年历史风云，又一次回响在寂静的档
案馆里。

档案馆馆长范德海登介绍说，《共产党宣言》手稿惟有这一
页，被负责整理马克思遗稿的恩格斯赠予友人，得以留存至今，
其余各页均在乱世风波中遗失。

展示柜里原来还陈列着一部出版于 1867 年、载有马克思亲
笔批注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印版，因被借出展览，现由一辑

《资本论》手稿代替。一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证
书同时陈列，仿佛在提示世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全人
类共有的思想财富，这两件文档将被永久珍藏。

档案馆深处的陈列架上，还有十余箱马恩原始文稿和文件。
书稿、文稿、笔记、批注、信笺、公函……从记录着伟人经历与思
考轨迹的文献中，范德海登小心翼翼取出数件手稿，边展示边讲
解。

《资本论》手稿速记般潦草，满是涂改勾画的痕迹。范德海登
讲解说：“从字迹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文如泉涌，随时记录，而且
他一直不停地修改完善自己的想法。”

纸页散脱的深色笔记本里，写满公式的化学笔记，图表一张
接一张的经济学笔记，贴着剪报、配有插图的地质学笔记……讲

解者感叹道：“马克思一生都在学习。他总想知道得更多，研究
得更深入。”

恩格斯在 1883 年 3 月 17 日为马克思逝世撰写的英文悼
词初稿保存完好。对比正式出版的悼词，从恩格斯的笔迹里隐
约可以辨认出人们熟悉的语句：

“马克思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他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也留下了更多尚未完成的工

作”；
……
一页页手稿，一册册笔记，记录着历史伟人为人类事业所

做的深刻思考。两位思想家、革命家辞世后，这些手稿和文献
陆续集中到德国保管。纳粹势力猖獗时，这些珍贵文献被进步
人士分散保存在欧洲多地，于 1938 年转至荷兰阿姆斯特丹。

如今，这批文献每一页都已被梳理，现已整体数字化，所
有页面均以电子文档在网上出版，供全球学者免费参阅、下
载。文献里的每个字都在被辨认，每句话都在被研究，大部分
手稿和文件正被陆续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发现人类社会真理的，人类留传他的文字，光大他的思
想；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见证他所引领的大道之行。

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呼唤人类命运的新思考，马恩文献也
迎来了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在存有马恩文献的研究
所，多年研读手稿的布兰东博士告诉记者，手稿中许多尚未出
版的论述更加证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已具备超越时代的全
球意识，马克思有关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常读常新。

这位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研读《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坚信，“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做过最严肃、最系统研究的思想
家；要解答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大问题，就要像马克思那样，站
在人类和历史的高度进行思考”。

瞻仰马克思恩格斯手稿

坐在马克思的书桌旁思考人生
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之际

（上接 1 版）《规划》指出，要突出准则在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已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廉
洁自律准则基础上，研究制定党的思想道德、密切联系群
众方面的相关准则，为规范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提供基
本准绳。

要完善党的组织法规。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
原则，全面规范党的各级各类组织的产生和职责，夯实管
党治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重点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中国共
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
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
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等党内法规。

要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完
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进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本领，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
力，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重点制定中国共产
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中央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经济工作、法治工作等方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
作条例、宣传工作条例、组织工作条例、政法工作条例、机
构编制工作条例、群团工作条例、外事工作条例、人才工作
条例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要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
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
党的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重点制定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方面的法规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

要完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
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切实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的监督、奖惩、保障，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形成有权
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激励约束
机制，确保行使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重点制定党政领
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党内关怀帮扶办法、组织处理办法等党内法规；修订中国
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
法规。修订完善信息、督查、机要密码工作等方面的法规制
度。

《规划》强调，要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列入本规划的制定
项目，绝大多数要在 2021 年前完成。承担中央党内法规起
草任务的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
作方案，确保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起草任务。要深入调查
研究，摸透实情、找准问题，确保每部党内法规都质量过
硬，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各级各类党组织要切实把执
规责任扛起来，加大宣传教育、监督检查、问责追责力度，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内法规贯彻落实。

1848 年 2 月，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
《共产党宣言》悄然问世。在宣言
发表 170 周年之际，满怀着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崇高敬意与无限怀
念，记者开始了在宣言诞生地布鲁
塞尔的寻踪之旅。

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有一座
外墙镶金的巴洛克式小楼，正门上
方饰有一只振翅欲飞的天鹅雕塑，
好像穿梭了岁月。如今，这里是人
们寻找当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生活
轨迹的一个重要场所。

1845 年 2 月至 1848 年 3 月，
马克思以流亡者身份来到比利时，
生活极为窘迫。期间，马克思一家
的住所更换了八九处，居住时间较
长的有两处。其中一处是布鲁塞尔
同盟大街 5 号。另外一处是“纳缪
尔郊区奥尔良路 42 号”，也就是
今天的布鲁塞尔伊克赛尔区的让·
达登街 50 号，这里现在是一座五
层居民楼，楼房外墙上的一块小牌
子写着：“ 1846-1848 马克思在
这里居住”。

陪同记者参观寻踪的比利时劳
动党专家昂德里克·维美徐表示，
这里正是宣言的创作完成之地。

昂德里克·维美徐介绍说，马
克思流亡布鲁塞尔期间正值工业革
命之后，欧洲农村的小农经济被彻
底摧毁，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

在豪华购物中心圣于贝尔皇家长廊
百米开外的地方，大量穷人因饥荒
而饿死。这引起马克思、恩格斯两
人的极大愤慨和深刻反思。

1847 年 1 月的一天，一位头
戴鸭舌帽、身穿工装的中年人敲开
了马克思的寓所门，他是正义者同
盟的领导人之一约瑟夫·莫尔。莫
尔特地前来邀请马克思加入同盟，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能
用共产主义科学见解来统一同盟的思想。

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大会在伦敦召开，决定把
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马克思经常与工
人见面，商讨工人运动的策略及前途。

1847 年 11 月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会议在伦敦
召开。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一项重要任
务：为同盟起草一个正式纲领，以宣言的形式公开阐述共
产主义原理。两人很快达成共识：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
广泛地阐述自己的学说。

1848 年 2 月下旬，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
伦敦一家印刷所出版。宣言分析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
观规律，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获得解放而斗
争。

时光荏苒，历经 170 年的洗礼，人类社会见证了种种
思潮的激荡，《共产党宣言》依然熠熠生辉。

(记者潘革平、王子辰)新华社布鲁塞尔 2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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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的中共刘集支部旧址收藏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 2007 年 10 月 17 日摄）。在刘集
村几位党员半个世纪拼死守护下，这部《共产党宣言》最早
的中文译本终得保存。 新华社记者尹栋逊摄

▲这是 2018 年 2 月 12 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摄的《共
产党宣言》现存于世的唯一一页手稿。 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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