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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马克思雕像 、传记 、生
平展览 、研讨会……初夏时
节，从马克思的家乡德国特
里 尔 市 到 这 位 伟 人 曾 经 生
活 、奋斗过的伦敦 、巴黎 、
柏林 、布鲁塞尔，欧洲多地
相继举办各种活动，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共产
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

欧洲对马克思及其思想
的重视，传递出一种强烈信
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旧
魅力闪耀。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 、真理性 、影响力 、传
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
论 能 达 到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高
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
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
如此巨大的影响。 170 年来，
历史风云激荡，马克思主义
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
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
样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既有
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等
待解决，也有诸如所有制选
择 、民主模式等理论问题有
待回答。比如，当今一些西
方国家面临经济增长乏力 、
贫富悬殊加剧 、民粹势力抬
头和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
凸显出其制度缺陷，西方宣
扬的“历史终结论”正面临
被历史终结的窘境。

善救弊者，必先知其起
弊之源。西方之乱，只有从
根源处“望闻问切”才能寻
其病根，对症下药。 170 年前
的“大胡子博士”就已经揭
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
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尽管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许多新变
化，但马克思科学预见的总
体发展趋势并没有更改，资
本主义固有矛盾也没有根本消除。

真理如燧石，受到的敲打越猛烈，迸发的火花
就越灿烂。金融危机袭来，西方很多人发现，危机
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资本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
社会的制度危机。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忙着从
《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寻找答案。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置身于这一历
史巨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

今天，大幕开启，历史正在上演新的乐章。伴
随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
程充满活力，并向世界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
化可以、也一定能为人类发展开辟新路径。带领中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挺立
潮头，逐梦前行。 (记者翟伟)

新华社布鲁塞尔 5 月 3 日电

他是荷兰裔牧师的儿子， 1961 年生于澳大利亚，大学时
“爱上”马克思的思想，从此痴迷钻研马克思主义和理论。

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寻精神密码，年过半百开
始学习他的第 10 门语言——— 中文。

他重走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经典红色之旅，制作成全球
首个此类题材网络公开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读今日中
国。

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著名学者、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教授罗兰·博尔。他还有个很提气的中文
名——— “国强”。

初见博尔，老远就能认出他：白色 T 恤上的马克思头像
格外显眼。大学里，这是他的招牌造型。他中文水平有限，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改革开放”“和而不同”等词汇信手拈来。

缘何爱上马克思主义？他说，在大学学习专业课时发现，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与社会问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于是便开始
研究马克思，一做就是 30 多年。

在他看来，马克思特殊的生活状态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思
维方式。“出生于犹太家庭，父母早年成了基督徒，他没有正
常工作，不得不离开德国、离开法国……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意
味着马克思的生活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

“伟大的思想家常常诞生于边缘。”博尔说。
他认为，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马克思目睹了社会的方方面

面，加上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阅尽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
的种种艰辛和社会分裂，这些都成为思想的源泉，也成就了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影响世界的巨著。

博尔说，这些著作成形时，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发展初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看到了即将到来的事情，对当下更有
意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人发现，马克思当时提
出的问题，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博尔说，自己之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是因为“资本主

义体系的本质只能是让富人更富，让无产者更加穷困。而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重视公平、正义，是致力于改善每一个人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博尔说。他指出，“中国致力于减贫行动，推动公平、平等、
正义。”

11 年前，博尔受邀到中国讲学。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以
后会把自己的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上，更没有想
到竟会如此痴迷地在中国研究马克思。

建设社会主义更复杂，问题更多，难度也更大，“这让我
对中国的实践充满了兴趣”，博尔说。

现在，博尔每年至少花半年时间在中国教学和研究。他还
启动了名为“革命之后———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联合研究项
目，由中国社科院、部分高校以及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们共同参与。

博尔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众不同的优势，包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权等。他举例说，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让大政方针更有延续
性、连贯性和包容性，更加注重长期和稳定规划。

博尔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帮助数亿人脱离贫
困，这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最大贡献，正因为如此，越来
越多的国家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

“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中国着迷，他们渴望了
解中国究竟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博尔说。

(记者柳丝)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爱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洋学者

“他的思想至今依然激发人们共鸣”
探寻马克思的英国足迹

马克思主义

不是用石头写的

据新华社哈瓦那电（记者马桂花）“马克思主义不
是用石头写的”，“它在不断调整、充实和拥有新知识
的过程中进化不止”。卡尔·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
际，古巴学者伊萨贝尔·蒙纳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这样说。

蒙纳尔是古巴《今日马克思》杂志社的主任。这位
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历久弥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一直被新的研究、新的实践所滋养和充实。”

谈到任职的杂志，蒙纳尔说，她将《今日马克思》
看作“推动改革事业的理论阵地”。

蒙纳尔认为，与古巴革命实践相结合，让马克思
主义在古巴得到了发展和丰富。她说，古巴“创建了一
个新的体系，发展了一种新的民主——— 虽然这种民主
还不完美，但是有新意，开启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20世纪 90 年代东欧剧变后，古巴共产党提出建
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1991 年，古共四大强调继
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在古巴的本
土化理论成果——— 马蒂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 年，古巴全民公决修改宪法，强调始终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和马蒂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不可
更改。

2011 年，古共六大对古巴发展方向作出重大调
整，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将党和国家工
作重点转向经济，正式拉开经济改革大幕。2016 年，
古共七大确定新的五年发展计划并提出 2030 年远景
规划。

蒙纳尔说，古共领导下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社会
演变进程”和“发展的跳跃”，而非对迄今为止所做努
力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新的
社会工程，是对历史以及社会发展的一种解释”。

蒙纳尔说，适逢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世界范
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将被推向高潮。“资本主义近期
出现的危机让许多人将视线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从
中获得启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体现。”

蒙纳尔告诉记者，今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那一天，她将在英国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起纪念这位思想家。“他是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从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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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曼彻斯特市区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讲解员操纵着老
式纺织机，试图再现 19世纪棉纺厂的场景：织布车间机器嘈杂
无比，工人们听不见其他声音；纺纱车间里又闷又热，童工们冒
着生命危险在机器下方用手把断了的线头接起来；梳棉车间尘
絮飞扬，许多工人患上呼吸系统疾病和眼部疾病。

“这让我想起老祖母，她给我们讲过她在棉纺厂工作的经
历，”一位老者向记者感叹，“许多曼彻斯特人的祖辈都有这样的
经历和回忆，那真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章。”

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英国作家兼
导游乔纳森·斯科菲尔德为此策划了专题游览——— 带领游客沿
着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活动的足迹，重温这座全球
首个工业化城市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历史渊源，探索马克思理论
对现世的启迪。

200 多年前，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曼彻斯特最早把蒸汽机
成功运用于纺织行业。产自海外的棉花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而
后在大大小小的纺织厂内被加工成产品，再通过火车、轮船销往
世界各地；农村居民纷纷到城里寻找工作，机器日夜不停运转，
浓烟从林立的烟囱中涌出……曼彻斯特也因此被称为“棉都”。

1845 年夏天，马克思第一次来到曼彻斯特，拜访因家族生
意而被派往这里管理棉纺织厂的恩格斯。在这里，他们走遍大街
小巷，目睹了“棉都”繁华背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工人的悲惨境
况。

“这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熟悉的地方，当年是曼彻斯特
最贫穷、最糟糕的贫民窟所在地，聚居着从爱尔兰来的大量穷苦
工人，”在曼彻斯特市区名为“小爱尔兰”的地方，斯科菲尔德向
记者介绍说。

斯科菲尔德说，“小爱尔兰”当年霍乱、伤寒流行，死亡率极
高，马克思在这里深深震惊于“肆无忌惮、冷血无情的资本主
义”。

同时，曼彻斯特工人阶级早期表现出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帮
助马克思树立了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共产主
义的信心。

“工业化城市带来可怕的问题，迫使工人阶级开始自觉寻求
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惊讶地发现，早在 19世纪 40 年代，在曼
彻斯特一个纺织厂区，每到周日，3000 多名工人从厂里出来，坐
在路边谈论政治、社会和文化。工人们把宗教歌曲或赞美诗改为
世俗歌曲，唱出他们希望联合力量改变社会现状的心声，”斯科
菲尔德说。

工业城市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命运吸引着马克思多次造访
曼彻斯特。除了社会调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时常去市中心的切
塔姆图书馆研读政治经济学书籍。当年他们伏案研读用的橡木
书桌，至今仍完好地存放在阅览室里。

年近六旬的切塔姆图书馆管理员弗格斯·怀尔德告诉记者，
在这张书桌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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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诸多经典。两位革命导师曾阅
读的书籍原件如今仍然可以在图书馆书架上找到。

虽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探访过的纺织厂和“小爱尔兰”贫
民窟已不复存在，但马克思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仍然在英国
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引发回响与共鸣。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因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其日益凸显的现实意义，”怀
尔德说。

斯科菲尔德认为，无论是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是探寻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的足迹，都能让人深受启迪，“马克
思的思想和事迹至今依然会激发真实的共鸣，赢得年轻一代的
欣赏。”

(记者张代蕾、顾震球、金晶)
新华社英国曼彻斯特 5 月 2 日电

1845 年夏天，马克思第一次到英国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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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最底层工人的悲惨境况；在市中心的切塔姆图书

馆，马克思与恩格斯查阅大量资料，酝酿了包括《共

产党宣言》在内的诸多经典；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他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

至今仍在引发回响与共鸣

“马克思是这座城市的荣耀”
访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市市长莱布

新华社德国特里尔电(记者任珂 、张远)“马克思是这座
城市的荣耀，我为自己是马克思故乡的市长而自豪。”沃尔
弗拉姆·莱布，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的市长对新华社记者
说。

1818 年 5 月 5 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这座摩泽尔河
畔古城，并在这里生活到 17 岁。今年 5 月 5 日，特里尔市将
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特里尔市长办公室内，挂在墙上的马克思画像格外醒
目。

莱布告诉记者，“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股重读马
克思的热潮在西方兴起。在他的家乡特里尔，学校里开始讲
马克思，一些商界人士也开始读《资本论》，并告诉我‘真想不
到马克思这样睿智’。”

“人们开始思考马克思的学说是什么，他到底写了什
么。人们开始对马克思重新感兴趣，包括他的个人经历。”

莱布说，除了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不平等的关
注也影响着当今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里，劳动的概念
最为重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思想得以发展。今天，劳
动也是德国联合政府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精髓，就是实现社会公
平正义。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他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写
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作为特里尔市长，莱布认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
氛围塑造了少年马克思的世界观，也影响了日后其思想体
系的形成。

特里尔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靠近卢森堡和法国，
地处西欧心脏地带，深受多元文化影响，是德国最古老的城
市之一。马克思的故居正对“黑门”，这座距今有 1800 多年
历史的古罗马时期建筑已经成为特里尔的象征。

出生在犹太家庭的马克思从小就受多元文化和思想的
影响。这不仅为他日后汲取众长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奠定了
基础，也让他从小就有了国际视野。

据莱布介绍，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特里尔有一万多
居民，绝大多数是穷人。马克思家境富裕，冬天能够使用
当时很少人用得起的木柴取暖。悬殊的贫富差距，让马克
思从小就开始思考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谈到特里尔市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活动安排，
莱布滔滔不绝。他告诉记者，市政府从去年就开始着手准备
纪念活动，并将今年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年”；马克思故居
纪念馆正在重新布展，将于 5 月 5 日正式对外开放；莱茵兰
-普法尔茨州与特里尔市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题展也将于
同日开展……

“这将是我们全民的节日！”莱布说，纪念活动将从 5 月
4 日晚开始，一直持续到 10 月，有包括研讨会、读书会、电
影放映会和音乐会等 300 多场活动。这些活动也得到了联
邦政府、州政府的资助，“因为马克思是为了所有人，他属于
我们整个社会。”

马马克克思思主主义义研研究究界界的的著著名名学学者者 、、澳澳大大
利利亚亚纽纽卡卡斯斯尔尔大大学学人人文文与与社社科科学学院院教教授授罗罗
兰兰··博博尔尔。。 图图片片由由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相相关关主主题题展展即即将将在在
德德国国特特里里尔尔的的莱莱茵茵流流域域
州州立立博博物物馆馆开开幕幕。。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单单宇宇琦琦摄摄

这这是是 55 月月 22 日日在在英英国国伦伦敦敦迪迪恩恩街街拍拍
摄摄的的马马克克思思故故居居。。卡卡尔尔··马马克克思思和和家家人人曾曾于于
11885511 年年至至 11885566 年年居居住住在在英英国国伦伦敦敦索索霍霍
区区迪迪恩恩街街 2288 号号的的一一间间公公寓寓里里。。

（（蒂蒂姆姆··爱爱尔尔兰兰摄摄））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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