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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创新的

重要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

持人民性品格、推进理论大众化方面作出了表率，给

我们以深刻启示。

坚持人民立场
全面理解和着力推进大众化

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把坚持人

民立场放在首位。要完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固有的人民性与大众化的内在关联。人民性内在地

包含了大众化。大众化是人民性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具

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在坚持人民

性的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

时代性、发展性联系起来理解。我们既要坚持人民性

和大众化的统一，又要把大众化与科学性、实践性、

时代性联系起来；既要把握大众化内容和形式的统

一，又要把握大众化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我们要在探索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在

内容上，理论要接地气、贴近群众，倾听群众呼声，

关注和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在形式上，理论表达要

做到通俗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二者不可割裂。如

果把大众化仅局限于内容而忽略形式，或者仅局限于

形式而忽略内容，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大众化。同样，

如果仅仅局限于理论的维度来理解大众化，而忽略了

大众化的实践维度、现实的维度（如理论传播的实

践、理论指导的实践等）方面，也不可能全面深入地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坚持以理服人
把时代性、科学性与人民性结合起来

大众化的前提，就是理论内容必须回应时代的

问题、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

愿望。要自觉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吸收人民群众的

智慧，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

物，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理论工作者要自觉地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倾

听群众呼声，思群众所思，想群众所想，充分反映民情。

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

体现在它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包括民生在内的社会生

活。理论文章必须做到“论理”，即讲出科学道理和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大众性是一致的。

不能把理论变成脱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群众火

热生活的空洞说教。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

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同理，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满足于人民群

众的程度。当前，要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的重大变化，聚焦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群众

更清楚地认识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美好

生活的必由之路；目前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未来的

美好生活仍需要继续艰苦奋斗；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中国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

树立良好的学风
力求在表达形式上做到通俗化

理论应该从理论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理论工作

者要心甘情愿地花大气力，为广大群众写通俗文章或

普及读物。人民群众希望理论工作者多说群众想说的

话，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固然有其学

术的层面和学术研究的话语，但这不能成为排斥大众

化的理由。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囿于书斋里的思辨

之学，而是面向生活、面向大众的科学理论。故作高

深、故弄玄虚、晦涩难懂、食洋不化等学风或现象，

是与大众化的要求相违背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不能

“高高在上”，否则会使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不

能简单地把大众化的语言或表达方式仅仅当作技巧问

题，而应该把它当作学风来对待。

在现实中，有的人对大众化特别是通俗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