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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篇之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

《大众哲学》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内容、日常交谈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导向的实践性激发了大众了解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兴趣。追溯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来源、探讨《大众哲学》的实践路径，对新时代进

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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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Siqi’s “Popular Philosophy”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provides a powerful spiritual weapon for the masses. “Popular Philosophy” uses easy-to- 
understand discourse content, discourse form of daily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oriented practice 
to stimulate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eory. 
Tracing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philosophy and exploring the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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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al path of “Popular Philosoph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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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其理论来源

一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马克思通过改造颠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为唯物辩证法的

创立奠定了基础；二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划清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线，并将辩证唯物主义融入到历史领域，促进了唯物史观的诞生。马

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较为晦涩、抽象，这决定了大众化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由书斋走向民间、由理论走向实用、由精英走向大众的内在要求。出版于 1936 年艾思奇的《大众

哲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在中国的大众化历程，这本书降低了普通民众了解哲学知识的门槛，

提高了大众对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突破了以往哲学著作艰涩、玄妙的语言风格，将抽象的哲学观点转

化为鲜活的事例，在普通民众中广为流行。当前学界多聚焦于《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

理论贡献，以文本话语为视角研究的较少。从《大众哲学》通俗的大众话语和朴实的行文风格出发，分

析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典范的内在逻辑，可以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 

2.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开创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哲学话语大众化的概念，但他们非常注重“理论掌握群众”的

重大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在其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马

克思和恩格斯构建起庞大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致力于从事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指导无产阶级的革

命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英国工人运动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注重革命群众的理论武装，没

有将理论转化为工人的“物质力量”。因此，他们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过程中，根据当时欧洲工人群众

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采取灵活的宣传方法和语言技巧向群众普及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

《共产党宣言》就是一部阐述资本主义现状和工人运动的通俗理论著作，它以简洁的语言形式和朴素的

行文风格向全世界的工人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

作”，凭借对革命群众需求的了解，成为“千百万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也是一本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通俗著作，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的入门之作。晚年时期

的恩格斯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付出了很多心血，他重新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读书笔记，并

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及工人群众回信，以回答他们在理论上的疑惑。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

义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在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下，他深刻认识到理论大众化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先决

条件，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联系实际，并通过出版通俗化著作、拓宽传播方式、进行实践教

育等多样化途径推动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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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众哲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大众哲学》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与满篇的学术理论和专有名词不同，这部著作以平易大

众的选词、普通日常的事例、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日常谈话的方式努力靠近读者，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普通

民众与理论知识之间的隔阂，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赢得众多读者欢迎，解放前在艰苦的革命

环境下印行了 32 版。1936 年 10 月，毛泽东也注意到《大众哲学》并要求购买，“以供延安的学校与部

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可见，通俗的行文风格不仅不会使理论陷于庸俗，还会以其朴素平

实的文字力量感染群众、掌握群众。 

3.1. 话语内容通俗化 

通俗易懂的语言是一切理论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哲学》的写作在语言上使用大众熟悉的话语，巧

用比喻，力求通俗具体、生动形象，使他们感受到哲学的趣味。艾思奇开篇以朴实的文笔讲明在千万人

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蕴含着哲学思想，揭开了哲学的神秘面纱，拉近了大众与哲学的距离。艾思奇以岳

飞之死的故事解释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岳飞既要做民族英雄，又要服从皇帝命令，“他的民族英雄的事

业和他的阶级弱点，是互相矛盾的，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3] (p. 184)，从而阐明任

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唯物论被误解为“唯利是图”时，用劳苦大众挣扎在死

亡线上的物质生活，决定了他们“精神上、思想上所有着的唯一中心观念，也只是‘要活’”[3] (p. 290)
说明辩证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用世界上的事物“不管我们的心里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

它总是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变化发展”来阐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照相机比喻反映论；

用雷峰塔倒塌解释量变质变规律等等。此外，他还将“无风不起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谈虎色变”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猫吃老鼠”“七十二变”等大众熟知的俗语、成语和故事融入理论中去努力

接近读者。知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序言中称赞这本书用“最通俗的笔法”写作，“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

很大力气就能接受”[4]。 

3.2. 话语方式日常化 

采用日常谈话的表达方式是另一重要途径。《大众哲学》在行文叙事上避免说教姿态，在话语方式

上常用第二人称和设问法，给予大众读者一种朋友之间平等对话亲切感和全身心投入阅读的沉浸感。这

种写作方式不仅使大众更加容易接受知识，也增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艾思奇在解释现象与本

质时写到：“例如你交了一个朋友……由陌生不相识成了你的朋友，不是一个变化吗？这个朋友一个时

期和你的关系显得很亲密……但在另一个时候忽然又和你有了争执，甚至为了某些问题和你大吵大闹起

来，这不又是一种变化吗？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交朋友的经验的人，这种变化，往往就会使你吃惊，觉得

这朋友前后仿佛是两个人。”其实这些变化都是现象表层的变化，“这个朋友的根本的性情，以及他对

你的根本态度”才是本质的东西[3] (p. 211)。在初步解释量变质变规律后又采用设问的方式继续深入：“读

者诸君，你们会不会怀疑，说我们又把世界的变化，看做一种走马灯式的循环变化了？由量变到质变，

又由质变到量变，……这不是循环是什么[3] (p. 178)？”接着举例解释事物的量变质变是由低级向高级、

简单到复杂向上发展的过程等等。这种谈话方式在《大众哲学》很多章节中都有体现，一方面以提问的

口吻制造悬念，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易于接受哲学理论。 

3.3. 话语导向的实践性 

话语导向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又一重要途径。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构建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话语，反过来，这一哲学也指引着大众的实践方向和路径。《大众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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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出的实践性，它不止于用通俗的语言解说哲学原理，还将现实的社会现象与哲学联系起来，为大众

指明正确的革命方向，引导他们参与到实际的斗争中。在讲解事物发展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时，艾

思奇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启发民众自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在

解释主要矛盾的相关理论后，他指出中国革命问题中存在诸多矛盾，但在“九一八”之后主要是中华民

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和中

心问题指出了方向。这本书诞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对群众广泛参与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就有《大众哲学》动员了 10 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5]。《大众哲学》以自身独特话语证明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它将哲学融入到大众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民族的革命斗争中和国家

的前途命运中，真正做到了理论指导实践。 

4.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现实启示 

4.1. 话语表达：通俗易懂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参观艾思奇纪念馆时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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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语言是理论的载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要就是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解释深奥的哲学原理。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除马

恩原著外，大都是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较强专业性的文章或书籍，语言往往偏于抽象和学术，不具有很

强的阅读性，难以实现大众化。而大众读者的理论水平相对有限，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

分考虑大众读者，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日常事例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使读者意识

到哲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要注意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多使用成语、谚语等生动

的大众语言阐释哲学原理，比如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解释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用“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类比矛盾的特殊性，用“水滴石穿”比喻量变质变规律等等，促进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使

大众感受到哲学的亲和与乐趣，从而乐于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平实易懂、贴近大众的语言能够

揭开哲学的神秘面纱，打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刻板印象，拉近大众与哲学的距离，使大众走进哲

学、关注哲学、喜欢哲学并学会运用哲学分析解决现实生活和社会中遇到的问题。 

4.2. 话语受众：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经

过总结概括后上升为系统性理论，更应该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指导生活、指示实践。《大众哲学》之所

以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关键就在于它抓住了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为革命群众提供了科学指南。

新时代，要更加契合人民群众的实践，关注人民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是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

哲学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话语进行有效传播的必然要求。要实现马克思主

义哲学大众化，必须将其话语受众精准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据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丰富工作

方法和内容，通过红色旅游、主旋律影视作品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挖掘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实用价值来帮助大众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促使大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同

时也要强化人民群众的受众意识，激发大众的主体性。通过多种途径使大众接受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思维方式，推动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新成果。 

4.3. 话语平台：新兴媒体 

《大众哲学》最初在报刊连载并以此为传播途径和宣传平台，取得了巨大成效。新时代，微博、微

信、短视频 app 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大众日常工作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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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话语的舆论阵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话语平台。新媒体平台可以通过图片、音频、视频

等多样化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生动和真实，吸引大众自觉参与话题讨论。近年兴起的学习

强国 app、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和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等利用新媒体的时效性、便捷性、

互动性优势，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逐渐成为人民群众获取官方资讯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

要窗口。在借助媒介工具传播理论的同时，也应注意传播内容的大众化，转化话语方式，将深奥的哲学

理论转化为日常用语。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特点，结合哲学理论阐释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事件，以亲

民的姿态表达独特、深刻的观点，引发民众共鸣和理性思考。通过多种途径改变以往对大众进行单向灌

输的方式，为大众提供一个平等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发哲学与大众的良性互动，以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

哲学大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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