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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文本与实践 

——首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 

‘之江论坛’”会议综述 

张晓丽 

5月 21-23日，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协办的“新时代的文本与实践——首

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之江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来自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

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30 名硕博士研究生们参与了本次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建党百年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等主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一、建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百年党史，常学常新。2021 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与会同学以建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展示了研读

党史的不同视角。兰州大学田源梳理了百年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历程，对党的百年政治纪律建设进行了经验总结和未来的研

究展望。南京师范大学尤文梦以制度和生活两个关键词为抓手，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史为线索，探索了党的百年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宏观视角进行的分析，以微观视角进行党史研究则强调党史研究的聚

焦性。清华大学熊成帅研究了 1935 年-1940 年期间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俞佳奇考

证了“为人民谋幸福”概念，对比了孙中山的相关表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为人民谋幸福”概念的差异，考证了二

者之间的涵义链接。 

党史研究的方法是评议中的热点话题。北京大学陈培永认为青年学者研究党史不能贪求宏大叙事，不能将党史研究做成历

史事实的堆积，要找到党史研究的“小切口”，以小见大，聚焦小问题，进行学术性的思考。浙江大学包大为在评议中指出历

史研究具有困难性，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当然可以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但历史研究更是抽象的，党史研究必须立足唯物

史观，坚持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二、新时代的实践问题研究 

立足实践、聚焦问题。对新时代的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与会同学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等主题

展开讨论。 

自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体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理论界的热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海稳

和杨楷从价值纷争和文明冲突的研究为起点，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寻找解

决价值纷争难题的可行道路。浙江大学杨晓彤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理念与实践指向》为题，论述构建社会治理共

同体及其公共性价值理念的原因、制度优势、治理效能，指出要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载体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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喆立足唯物史观，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唯物史观意蕴。山东大学张金星以一个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历

史脉络，研究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在反思中刻画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方位和理论方位。北京大学

陈晓仪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在世界历史的“阶段性过程”中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与会同学研究“国家治理”的方法多元。同济大学程正蒿和复

旦大学朱宝清同学都运用文献分析软件进行了文献分析和综述，并根据分析结果，探究各自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评议中，浙

江大学成龙强调在借助技术进行文献研究的同时，更要借助大脑的思维能力对相关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复旦大学骆良虎同学则

以“领导小组”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导小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以小见大，以微观视角研究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

具体方面，烟台大学范惠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薛永龙和汝倩倩则以更加具有思辨性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范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

城市观的背景、内容和当代启示，范永龙和汝倩倩则论述了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话的辩证思维意蕴。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口，理论只有说服人，才可以发挥其指导作用。浙

江大学游志纯基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相关研究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意蕴、特征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中

国人民大学陈雨萌将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根本遵循、主要内容和路径选

择。河海大学陈念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社会服务为研究对象，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观、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理论、服务学习理

论三重结构性知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社会服务的重要作用。与会同学注重将“四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同济大学

潘男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的百年历程和历史经验，西南交通大学熊智鹏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解读，探

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路对“四史”教育的启示。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 

见微知“著”，经典研读。与会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聚焦《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文本考察。华中师范大学白太辉精研《共产党宣言》中的空间理论，探讨了《共产党宣言》中空

间理论的正义取向和当代启示。中国人民大学高清宇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探讨马克思对“抽象”的批判及其科学

抽象观的构建，探讨科学抽象和经验抽象的本质区别。复旦大学徐伟轩则以《资本论》为中心进行文本考察，指出马克思技术

资本化批判具有社会历史批判、生产制度批判、劳动过程批判三种批判范式。兰州理工大学张亚婷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圣

麦克斯”章的语境的研究，探讨了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对施蒂娜利己主义的批判和当代价值，对施蒂娜利己主义的阶级

本质进行了廓清。广西大学张子扬基于《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本考察，重新探讨了“信用”和“革命”的

关系问题，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信用”有国家信用、私人信用、商业信用的多元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信用与

革命关系的系普、内涵与启示。华东师范大学胡顺则基于多个文本的考察，认为应该超越“扬马抑黑”的解读倾向，重新思考

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的结构性理论差异，以贫困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到经济学——哲学语境中思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

思想传承关系。 

首届”之江论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们搭建了一个广泛交流的新平台，论坛内容丰富，讨论充分，取得了圆满成功。

各位与会嘉宾和同学通过不同的视角、多元的研究方法，严谨的研究态度对“新时代的文本与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将对马

克思主义硕博士的学术成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