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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日益关
注，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不断增强，已形成了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这
其中产生了一个广受认同的普遍性观点，即马克思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这个观点能够被普遍认同呢？笔者想，主要是因为这个观点概括
和总结得非常到位，真切反映出目前人们对马克思的认知情况。细致分
析这个观点，“最熟悉”当然无须多言，更要重视的是最后落脚于“陌生
人”。虽然“最熟悉”，但终究还是“陌生人”，这确实反映出目前人们对
马克思知之不多、知之不全的情况，或者说，反映出目前很多人对马克
思的了解是零星、散碎、片面的。

因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是血肉相连、无法割裂的，所以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学习教育而言，终究还是“陌生人”是一
个必须正视并切实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让马克思不再令人特别是不再令
青年人感到陌生。而且，要真正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
量，较为完整和系统地认识马克思，知晓其人生的传奇，明了其究竟如
何伟大，领悟他的非凡与平凡，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对马克思碎片
化、片面化的认知情况必须改变也亟须改变。

那么，该如何改变？当然必须进一步地、更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
义，要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更有效的传播。而要做到“更有
效”，其中的关键是必须传播好马克思主义。那么，又该如何传播好马
克思主义呢？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已明确给出了答案，他在参观艾思奇故
居时强调：“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
大众化、通俗化。”因此，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传播好马克思主
义，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化的介绍阐释。正如列宁所作的经典概
括：“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最大程度地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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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所熟悉和喜爱的语言、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大程度的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最大程度地传播好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在更深层次上与中国、
与时代更深更好地结合。这些，就是笔者创作这部著作的初心和缘起，
也是笔者应该担当的责任。笔者决心担当起这个责任，以马克思为具体
对象，从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时代化的表达，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最大程度地用其喜闻乐
见的语言和形式进行表述。笔者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
结合，使学术亲近大众，精心撰著这部学术大众化著作，期望能够为传
播好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究竟怎样精心撰著这部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众
化的著作呢？最适合、最理想的创作思路应该是什么？这的确是个难
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孟子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论其世也。”先贤的教诲对今天的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马
克思主义格外适用，尤其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笔者的创作而言，
有着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就马克思而言，笔者颂其言，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故，当论其世也。孟子的教诲为笔者打开了思路和视角，
将“知其人”“论其世”作为这部著作的创作思路，真是再适合不过了。所
以，笔者精心撰著的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知其人”“论其世”的马克思
主义学术大众化著作。

笔者既然决心担当起这个责任，精心撰著这部著作，也确定了创作
思路，那就一定要倾尽全力创作好。笔者有自己的态度、想法和追求，
即：要尽最大努力把真实的马克思较为完整和系统地展现出来，守正创
新，不仅希望通过这部著作让读者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使读者“知其
人”；更希望在“论其世”中把这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创作得很有新意、特
色鲜明，学术化而不枯燥、通俗但不浅薄，使之同时具有较强的思想性
与可读性，并可发挥一定的“工具书”作用。这对笔者而言当然很难，是
很大的挑战，但笔者无惧于此，因为笔者潜心钻研并全力以赴。为了写
好这部著作，笔者确立了创作的基点、框架和原则。

第一，要明确研究和创作的基点，即真实的马克思到底是什么样的
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对他做出了这样的
评价：“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这个评价精
准、深刻，是对马克思传奇人生和伟大人格的客观总结，为进一步深化
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笔者将这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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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和创作的基点，竭尽所能将既顶天立地又有血有肉的马克思清
晰准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那又该如何具体地将马克思这位顶天立地的伟人、有血有肉
的常人真切呈现出来呢？要将马克思的一生完全、完整地呈现出来，穷
尽各种史实，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笔者也要尽
可能系统地予以呈现，因此必须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研究和创作框架。
经过深入审慎的思考，笔者决定紧密围绕马克思的爱情、友情、亲情、
学习和斗争这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和创作，因为这五个方面既是马克思人
生构成的基本面，也是最能展示他顶天立地和有血有肉的典型面、关键
面。

第三，必须非常严谨地研究和创作。将真实的马克思呈现出来，不
仅是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应有的尊重，也是笔者研究、创作的
基本态度。唯有如此，这部著作才能产生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才值得存
在。而严谨不仅是确保真实的必需，也是笔者的治学态度，是笔者研究
和创作所坚定遵循的原则。笔者当然知道，做到客观、严谨绝非易事，
但事在人为。笔者聚焦于各种正式文献尤其是权威文献，广泛探寻、深
入挖掘、严格筛选、反复审视、精心论证，绝不信口雌黄，绝不妄下结
论，求实求是、史实求是、实事求是、唯实唯是。

第四，必须有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结论。如果只是单纯介绍马克思的
生平和事迹，而没有自己的研究、没有较强的思想性，那么就没有必要
创作这部著作了。诸多前辈和同人已经就此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大量
介绍，形成了大量宝贵成果。如果笔者只是撰著一部单纯介绍马克思生
平和事迹的著作，那就仅仅是在重复创作或老生常谈罢了，笔者无意如
此。笔者希望能在诸多前辈和同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前进，发挥出
自己的优势，独立地去分析思考、总结概括，做出自己的阐释论述，得
出自己的结论，努力做出些许原创性贡献。虽然这对笔者来说难度很
大，但唯有如此，方不负“创作”二字，也才可能使这部著作的“含金
量”更高，才可以说笔者真正担当起了应该担当的责任。

第五，必须精细入微地进行描述阐释。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
辉。马克思的顶天立地与有血有肉，都是由一件一件具体的小事情构成
的。伟人植根于常人。尽精微，致广大。只有精细入微地描述阐释一件
又一件具体的小事情，并把这些系统地整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地将真
实的马克思反映出来，才能使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顶天
立地与有血有肉，才能使这部著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笔者当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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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努力广泛搜寻各种资料和素材，发掘每一个闪光的细节，尽全力
精细地描述阐释，力争将真实的马克思细腻鲜活地描绘和呈现出来。

知易行难，但路在脚下。积跬步，至千里。虽然创作这样一部马克
思主义学术大众化著作对笔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项很大的
工程，但笔者并不畏惧，有能力、有信心去战胜这个挑战。望本书能不
负自己、不负读者、不负韶华。是为序。

赵晋泰

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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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将爱情当事业来追求——马克
思与燕妮的旷世爱情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
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歌曲《最浪漫的事》中
这样一段动人心弦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很多人都梦想和憧憬
着自己能够拥有这样“最浪漫的事”。实际上，还有比这样“最浪漫的
事”更浪漫的事：两个人不但一起慢慢变老，而且从小一起长大、一起
同甘共苦、一起并肩战斗；她躺在病榻上动不了了还是他手心里的宝，
即使在逝世后依然是他心里的宝。这样的事，才真正是最浪漫的事。而
这样真正最浪漫的事，真实地发生过，这就是马克思与燕妮非凡的、传
奇的忠贞爱情。

世人皆知，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推动和影
响下，世界发生了深刻改变，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和景仰，而他的爱情
生活同样获得了巨大的、足以令所有人艳羡的成功，这一点人们却知之
不多。他和他“最珍贵的瑰宝”[1]“亲爱的、永世难忘的终身伴侣”[2]燕
妮，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珠联璧合，从黑发到白头，相伴一生，伉
俪情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灵魂伴侣。从他们心心相印的那一刻
起，忠贞、甜蜜的爱情就始终与他们相伴相随，并成为他们共同的、无
比坚强的精神支柱，牢牢支撑他们经历了无数狂暴冰冷的骇人风雨，战
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磨难困苦，一起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和壮丽的人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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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想象的倾城之恋

可能你会觉得，对于马克思这样伟大的人物来讲，找到一个理想的
伴侣易如反掌。但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讲，尽管年轻时的马克思才华横
溢、才智非凡、才干超群，但是，能够与燕妮终成眷属，确实经历了十
分艰辛、曲折、漫长的历程，这不仅可以说是马克思完全和彻底的“逆
袭”成功，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他和燕妮在家乡第一次公开出双入
对亮相之后，马上轰动了当地。也许你会想，这听起来还是夸张啊，一
对年轻恋人的公开亮相怎么可能轰动整个城市呢，太夸张了。但事实确
实如此，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十分严谨靠谱的父亲亨利希在
1837年11月1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年轻的马克思“令人不
解地占有了一个姑娘[1]的心，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羡慕……”[2]这是因
为，在当时几乎所有人看来，马克思和燕妮就是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中的人，差别实在太大了。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古城的一个富裕律师家
庭。他少年时既不高也不帅，肤色较暗；青年时也其貌不扬、个头不
高，除了身体强壮，外形条件确实没什么超群之处。一位特里尔居民曾
这样形容马克思的样子：“‘几乎算得上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人’。他身材像
拳击手一样结实，相貌粗犷，不刮胡须，仪容不整，穿着的暗色礼服虽
然质量上乘，却经常扣错扣子。”[3]而且年轻时的他也曾奔放不羁，在
波恩上大学时经常去酒馆喝酒，有一次“他曾因夜间酗酒喧嚷，扰乱秩
序，受罚禁闭一天”[4]，酒后有时还和其他学生打架决斗，还曾因有人
举报他“曾在科隆携带违禁武器”[5]

而受到学校的调查。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之后，他转入柏林大学，
在此期间“曾多次被控欠债”[6]。这样的形象和表现，显然与“白马王
子”相差甚远，燕妮还曾传情地把马克思称作“小野猪”[7]。所以，仅从
以上几点来看，这个小伙儿想获得姑娘的好感和青睐，绝非易事。但这
并非唯一的不利条件，还有更大的——大到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就是马克思的家族血统。

马克思的家族是犹太望族。“从14世纪以来，欧洲有数位才能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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