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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云南考察。1月19日下午在腾冲考察时，习近平来

到腾冲艾思奇纪念馆，了解艾思奇毕生致力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

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事迹。他指出，艾思奇同

志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他倡

导的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精神，要继续发扬光大。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

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

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加剧，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刚刚走上哲学道路的艾思奇热心于哲学大

众化的事业，写作了《大众哲学》一书，把这

一块干烧的大饼，抛向饥荒的大众。

※ 用通俗的语言阐释哲学道理

《大众哲学》把深奥的哲学道理用通俗

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解出来；紧密结合日常

生活，化哲学理论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

法；强调实践的意义，说明“重要的问题在于

改变世界”。它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理论的

渴望，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

两年时间里，该书出了10版，1948年出了第

32版。当时的很多青年正是读过了《大众哲

学》，才下决心来到延安参加革命。

《大众哲学》一面世，迅速打破了中国哲

学界的老气横秋的现状，新哲学取代旧哲学势

不可挡。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推出了催生进

步的革命的新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

俗化和大众化，创造了一种新与旧交替的哲学

精神和范式。《大众哲学》虽然是一本通俗读

物，但它深入浅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

认识论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阐发。

《大众哲学》为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

树立了典范。它有力地表明：反映时代、结合

生活、热爱人民的哲学，必然会引起时代的反

响、生活的关注、人民的欢迎，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情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

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艾思奇在哲学思想和叙

述方法上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

1937年，艾思奇初到延安时，毛泽东派人

到艾思奇住所，送去自己阅读《哲学与生活》

的摘录稿，并附信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

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

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

（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

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毛泽东称赞《大众哲学》是“真正通俗而

有价值”的著作的代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

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推荐《大众哲学》。张闻天夫

人刘英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看望闻天，

便带了一本《大众哲学》，毛主席对他说：

‘这是一本青年人写的哲学书，是通俗的书，

写得很好，你可以看看。’闻天感觉到这本书

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

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

题，分析问题。”

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皮埃尔在其《中国哲

学50年》一书中指出：“艾思奇是一位杰出的

‘哲学通俗化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知识

分子’；‘在他的著作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大

众哲学》这一通俗化著作’。”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精辟论述，彰

显出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强烈的历

史担当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我们今天重读《大

众哲学》，就是要学习艾思奇爱国主义的人民

情怀，学习他不懈的斗争精神和犀利的批判精

神，永远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永远奋斗，继续在这场

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

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50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历史唯物

论——社会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