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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的严谨治学精神——陈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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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的严谨治学精神：勤奋学习，以渊博知识作为治学
基础；重视资料收集，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等研究方法；勇于创
新，不迷信理论权威；精益求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事研究和写作。 
 [关键词]   马克思；   严谨；   治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15-0014-
02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不仅以自己的毕生心血为人类留下了一座巨大的思想
理论宝库，同时也在治学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在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活动中，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的严谨治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渊博知识作为治学基础 
马克思一生四次被反动政府驱逐，最后在英国伦敦定居。他在伦敦最初十年间，度过了一
生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然而马克思没有被苦难所压倒，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
他坚持学习和写作。几乎每天大英博物馆刚开门，马克思就准时到达这里，如饥似渴地进
行学习和研究，直至晚上博物馆闭馆。 
马克思积累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他的知识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
学、美学、政治学、文学，甚至还触及数学、自然科学等。他能阅读欧洲许多国家的文
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 
      马克思著作之丰，充分表现了他的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他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中文第二版60多卷(约在2020年前后出齐)，而该全集
国际版约160多卷。面对如此巨大的思想理论财富，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勤奋使马克思获
取渊博的知识，而渊博的知识又是马克思治学的基础。 
二、重视资料收集 
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遵循这样的原则：“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马克思《资本论》
第二版跋，第一卷第23页)他进行研究时，桌子上摆放着成堆的书刊资料。他常常把自己的
见解和研究成果写在开本较大的草稿本上，以便在空白处作修改补充，还不是定稿。只有
在做完这些步骤以后，他才开始进行细致的加工，正式定稿。 
马克思为了研究他需要的资料，还不厌其烦地做许多琐碎事情。他认真核对每一处用作证
据的材料，努力寻找原始材料，间接材料尽量不用。有些并不很重要的论据，他都要进行
核对。为了能看懂第一手材料，他在几年内又学会了几种原来不懂的外国语。50岁那年，
他学会了俄语。他认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马克思善于利用书刊资料，他说“这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来供我使用。”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他在看书时，遇到他认为重要的
地方，就在下面划横线。如果觉得哪些词句很精彩或有疑问，他就在书的页边简短地写上
评语，并作记号。他读任何重要著作，都在笔记本上写出摘要。 
三、善于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在研究中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
里以《资本论》为例说明马克思在研究中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及其他科学方法。 
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是唯物辩证法大师，他在研究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他



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原则出发，用辩证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
如此，他更注重从实际的经济生活出发，来揭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为此，他注重实际
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第二，运用抽象与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运用科学抽象的过程，就是从现象到本质，
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通过抽象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但仅有抽象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抽
象上升为具体。例如“货币”范畴与“商品”范畴相比较是具体的，但相对于“资本”而
言，它又是抽象的，因为它从资本的许多规定性中抽取了其本质属性，“资本”比货币更
具体，即具有更多的规定性。 
第三，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简单地说，逻辑方法是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
等逻辑思维的方法。历史方法是遵照事物发展历史进程来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这两
种方法是统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商品，而且是由分析简单商品生产开
始，不是由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开始，而历史上简单商品生产也的确是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的前提。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要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一致。 
第四，运用数学方法。数学是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科学之一，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成
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高等数学方法来表述和分析经济问题，并用大量的数学公
式、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他说“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计算
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7页)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运用的科学方法远不止这些。可以说该书是马克思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的典范。 
四、勇于创新，不迷信理论权威 
马克思具有伟大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同他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紧密结合在
一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青
年时期曾经是狂热的黑格尔的信徒，在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矛盾之后，勇敢地提出
质疑，并深入研究，最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吸取了他的辩证法
的“合理内核”，以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
内核”，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主义)也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都是思想理论界的权威，如果马克思迷信理论
权威，没有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勇气，没有敢于创新的意识，他就不可能创立马
克思主义。 
五、精益求精，向人类奉献理论精品 
马克思为了把最好的研究成果献给工人阶级，他总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反复推敲、修改
自己的作品。他曾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
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7页)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曾多次修改手稿。对于马克思这种精益
求精的写作态度，恩格斯十分敬佩，同时也感到有几分焦虑：他希望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
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为此，他曾两次写信催促马克思，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你自己的
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
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页)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一向非常重视，但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更加成熟完美，经
得起时代和风浪的考验，这一次他没有采纳恩格斯的建议。 
拉法格曾回忆说：“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
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定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
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
的东西公之大众的做法。要他把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
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次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
熟地遗留于身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页) 
严谨治学精神是人类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传统，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需要的。今天
我们学习马克思的严谨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取得更
多更好的成果，也有助于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同时也有助于严谨治学
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  柳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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