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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真理的力量———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 5
月 5 日上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

“真理的力量———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
年主题展览”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中国文联共同主办，中央编译局、中国美术
家协会、国家博物馆承办。

展览分为“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壮丽人
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新创作马
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3 个部分，展出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手稿、笔记本及亲笔签名的书
籍原版等珍贵文献 100 余件，原版图书 900 余
种，图片 150 余幅，马克思主义题材美术作品
70 余幅，雕塑作品 6 尊等，全景式展示了马克
思的生平、革命实践、理论贡献和精神境界，展
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和丰富发展的
光辉历程。

展览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及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宣
传文化单位、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首都各
界群众代表以及国外出借展品机构代表等约 600
人参加开幕式。据悉，展览将持续到 8月 5日。

﹃
真
理
的
力
量
︱
︱︱

纪
念
马
克
思
诞
辰

二
百
周
年
主
题
展
览

﹄
在
京
开
幕

黄
坤
明
出
席
开
幕
式

新华社记者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
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
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
力！”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社科理论界、高
校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继续高扬马克思主
义旗帜，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
行。

忠诚信奉者：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真理，总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4 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激荡人心，引起社
科理论界和高校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这是向国内外充分展示我们党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是对全世界马
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极大鼓舞。”总书记的话令年
近九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感慨不已。

信仰，因其远大而宝贵，因其坚定而真诚。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北京交

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 4 日现场聆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感
染。他说：“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高度，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意义。这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

献，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行动纲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宣言书。”

探寻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理
论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
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
院长孙熙国说，正如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奠
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认为，学习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发全党同志学习马克
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热
情，更坚定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指引下，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责任和使命。

坚定实践者：不断提高运用马

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
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
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立夏时节，未名湖畔，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
义大会在此启幕。前来参会的电子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强表示：“马克思主义是
科学性、人类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我们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读马克思主义经
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
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蒋仁勇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9 条要求”，
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
学指导。作为党校教师，要从学习和实践马克思
主义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让理论更好
地服务于实践，让马克思主义更有吸引力、感染
力、影响力、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
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
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张义修
表示，要自觉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武器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
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
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
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京武认
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髓，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以更宽广的视
野、更长远的眼光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
思路、新办法。

积极传播者：不断开辟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新境界
上海市国福路 51 号，曾是《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的住所。如今，这里修缮一新，
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新身份重回公众视野。

“重温信仰之源，伟大思想仍在华夏大地绽
放着耀世光芒。”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校作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重镇，要深耕
高校土壤，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
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
力的真理力量。

“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到身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传播者的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文东
升说，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理
论研究，着力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话语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生动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
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神圣职责。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俊奎
对此颇有感触：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学精、悟透、用好马
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一种指导与原则，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工作的看家本领。

“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
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
来源。”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断令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陈野深有感触：“社科理论工作者
一定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塑造
中国精神、构建价值体系、凝聚理论智慧，引领
当代中国发展，奉献自己的努力和才智。”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奉
臻表示，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把马克思
主义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
中去，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不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社科理论界、高校知识分子热议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上海 5 月 5 日电(记者吴振东、郭敬丹)5
日，一场以“致敬马克思”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在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馆长、专家和全馆讲解员齐上
阵，结合馆藏珍贵文物，为观众专题讲述《共产党宣
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故事，以独特的方式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周年。

上午 9时不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门口的参
观者已排起了长队。在展厅迎候他们的是纪念馆副
馆长徐明。“馆长讲述”围绕一个又一个问题展开：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第一个
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是陈望道？展厅里
陈列的红、蓝两种封面《共产党宣言》有何区别？

“听了讲述后，我的思绪仿佛穿越到 170 年前的
欧洲大陆和近百年前的上海租界、浙江乡村，感受到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力。”上海嘉定区封浜小学党
支部书记周青珍恰好是当天入馆参观的第 200位观
众，幸运地获赠纪念馆馆藏《共产党宣言》的复制件。
“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来这里参观，更能感受到强大
的真理力量以及中国革命的曲折和壮阔。”

《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下午的“专家讲述”环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
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从理论角度为观众作进一
步解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
人，并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结合中国实际发展
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也充满了魅
力。”

据了解，今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将把《共产党
宣言》及其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故事作为一个专门
的宣讲主题，让更多观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走近经
典、致敬伟人，也了解《共产党宣言》与党的诞生地上
海的不解之缘。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

“致敬马克思”主题宣讲活动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纪念日，
今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发
表 170周年。以再现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
言》为主要内容的故事片《信仰的味道》，近日在
浙江义乌开机。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是完整翻译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

该片将再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
的故事。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
义理论。回国后，陈望道任教于浙江一师，并参
加了著名的“一师风潮”。被当局辞退后，1920
年初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陈望道欣然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
任务，克服思想、家庭和翻译中的种种困难，顶
着严寒，在柴屋中夜以继日地潜心翻译《共产党
宣言》，错把墨汁当红糖蘸粽子吃，兴奋地说，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1920 年 4 月，陈望道完
成《共产党宣言》翻译任务。

该片由浙江商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国
电影集团联合摄制，将在陈望道翻译出版《共产
党宣言》100周年前夕上映。(施旭中)

电影《信仰的味道》开机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记者高洁、李放)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办公室里，记
者看到了一本微微发黄的书籍，书的第一页印
着一篇《短言》。它发表于 1921 年 7 月 7 日《共
产党》月刊第六号，全文仅有短短几百字，却用
电光石火般的文字向全世界宣告：

为了避免悲惨的结局，号召全中国的劳动
者们团结起来，“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
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前的危机！”

“寥寥数语说清了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形势
和危机，恰恰印证了我们一直说的，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韩毓海告诉记者。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同个月份，中国共产党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韩毓海看来，这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
都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
是回望我们的初心，继续前进。

“什么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奋斗精神？那就
是挽数千年未有之大狂澜于既倒的精神，是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牺牲奋斗精神，是改
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韩毓海说。

曾经风雨如磐的暗夜里，第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走
到了一起。他们以血肉之躯，在沉重的历史闸门
之上，撞开了一个缝隙，开辟出一条绝地逢生的
道路；他们隔着纱窗看晓雾，在马克思主义指引
下，去改造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

“在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深思并牢记的是
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根本区
别究竟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我们信仰的是共产
主义。”韩毓海说。

进入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中国
共产党人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 21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

《共产党宣言》里提道：“无产阶级的运
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使命，这也
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之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以无私无畏的
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根本上说，这就
是由于能够以辩证唯物的科学精神，超越旧
世界的法则，从而为人类的团结协作，提供科
学的方案。”韩毓海说。

当今世界，处于更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关
头，现实告诉我们，破解问题的动力，就在于
保持我们奋斗的初心，就是要从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去寻找破
解现实问题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正
在为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所欢迎和
接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以 8900 多
万党员的规模，庄严宣示：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韩毓海说。(参与采写：潘旭)

纪念马克思让我们不忘初心

最好的纪念是感悟真理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高洁、潘旭)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的今天，不妨重新读一读马克思主义
基本著作，这是最好的纪念方式。”《求是》杂志
社宣传联络部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
究会副会长顾保国说。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思想武器。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不
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重读《共产党宣言》，对我们进一步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长远意义和指导意义。”
顾保国说。

170 年前，《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这部纲领性文件由马克思、恩格斯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为
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
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
成立 97 年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
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历了
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些都离不开中国
共产党人将《共产党宣言》与我国国情实际相结
合的实践。”顾保国说。

“重读《共产党宣言》，有助于更加坚定理想
信念。理论只有悟透真懂才能说服人。我们必须
自觉把好理论武装与思想武装的‘闸门’，切实做
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结合时代特点中认真
分析和研究当代社会，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建设工程。”顾保国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是全体党员干部的必修
课，对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有重要意义。百余
年来，真理之光从未黯淡，这些经典穿越时代，
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我们坚定信仰、鉴

古知今、资政育人。
“《共产党宣言》以其理论的透彻性和逻

辑的严密性，以其无私的关怀，把共产主义理
论实实地植根于坚实的基地上，这正是共产
党人坚定信仰的理论基础所在。”顾保国说。

顾保国建议，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再次
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的丰富思想、
深刻哲理、严谨逻辑，鲜明的立场观点、科
学的方法指引、真挚的为民情怀，进一步感
悟“经典”不可抗拒的魅力，强大的说服
力、感召力与影响力。

“重读‘经典’让我们感受到无论在理论功
底、理论认知，还是在理论运用上还需不断提
升，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油然而生，才
能担当起‘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重任。用
经典的力量，坚定信念、提高素养、增强党性；
用经典的力量，辨明真伪、判明是非、砥砺前
行。”顾保国说。(参与采写：许晓青)

韩毓海：

顾保国：

新华社北京 5 月 5 日电
(记者魏梦佳、任峰)由北京大学
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
大会 5 日在京举行。来自世界
30 多个国家的 120 多名马克思
主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探讨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记者获悉，此届会议的主
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众多学者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全球合作和治理”等 10 个分论
坛上深入交流，并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与发展
中国家现代化途径”等 4 个高
端专场展开对话。

此次大会组委会学术委员
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副主任顾海良表示，今年恰
逢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共产
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以及中
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更关
注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
的结合，也更关注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中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于鸿君表示，各国马克思
主义领域专家学者相聚北大，
分享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直面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创新和发展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和传播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探寻路径和方法，具有特别意义。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广聚全球学者，共话人
类命运，使马克思主义融汇为新的时代精神，加
快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人类社会
和平繁荣的美好梦想。”他说。

“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在中国一样更具意义。”来自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肖恩·赛耶斯表示，近年来，
中国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术交流日
益增多，“我相信在此届大会上，各国学者关于
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讨论将更加充分，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也将更为深入。”

世
界
马
克
思
主
义
大
会
在
北
大
举
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使命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李放、高洁)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张艳涛教授合著的《论“四个伟
大”》在今年 2 月份出版发行。书里写道：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是时代的呼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性课
题，新一届党中央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既包
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长远发展的
战略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韩庆祥说。

韩庆祥认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党中央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使命。

使命是时代的呼唤。马克思说过，一切
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
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
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
础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强调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
人民共享。”在韩庆祥看来，这种转变就是
“整体转型升级”的最好例证。

“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文明曾一度居于世界
文明的中心地位。我们更不能忘记 1840 年鸦
片战争爆发后近代中国由强大到屈辱的那段历
史。”韩庆祥说。

巨大的历史反差，进一步铸就中华民族
坚定的民族性格与宏大的历史梦想——— 中国
不再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中国呼唤历史使命
的担当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 200 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纪的中国
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韩庆祥说，今日
的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从未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通
往真理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理
论引领新的历史起点上，而紧紧依靠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将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取得一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韩庆祥说。

韩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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