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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站了 25年，讲完《共产党宣
言》教室里没有掌声，对于国防大学政治
学院教授姜延军来说，印象中还是第一
次。

不过，一点儿不奇怪。因为今天这
次讲课，讲台下只有一台摄像机。姜延
军正在录制的，是即将在全军慕课系统
上线的网络课程专题——《共产党宣言》
研读。

这次没有掌声的授课，在姜延军
看来，绝对是一件大事。他相信：通
过全军在线课程建设，把《共产党宣
言》推介给更多官兵尤其是年轻的战
友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传播的
大事，也是青年官兵成长发展的大
事。
“一旦遇见，必成‘粉丝’！”姜延军的

话是网言网语，语气却格外自信。

高冷，是你对《共

产党宣言》的最大错觉

真的会成“粉丝”吗？
记者向姜延军展示在某部摸底调查

的情况，并提出了疑问。
面对“如果上级不组织，你愿意通过

网络慕课系统学《共产党宣言》吗”的问
题，有的基层党员的回答是：“否”。

继续问原因，答案则五花八门：“新
书都读不完，为啥读老书”“那么深奥的
著作，肯定读不懂”“这样的著作是专家
和领导读的，我们只要在各种课堂上听
老师讲讲就行了”……

一句话，在一些基层党员看来，《共
产党宣言》的“范儿”太高冷，遥不可及。
“这是一种错觉。”姜延军说。他从

源头说起：马克思、恩格斯动笔写《共产
党宣言》时，一个 29 岁，一个 27 岁。“这
本书，本就是写给全世界无产者看的。
只要用心，应该不存在什么‘看不懂’的
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

青春宣言、成长宣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
个先进政党横空出世时的青春激情和成
长豪情。她不仅不高冷，反而激情四射，
甚至是很酷、很潮、很浪漫的。”姜延军这
样评价。

“不是有一档网红理论节目叫《马克
思是对的》吗？实际上，马克思不仅是对
的，也是精彩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正
确和精彩的典型代表，你完全可以把她
当成美文来读。”

姜延军经常在经典著作课上建议学
员不要只把《共产党宣言》当成理论著
作，也可以当成文学名篇来欣赏、甚至大
声诵读。

对此，学员韦舒怡印象深刻。在课
堂上，当朗读到“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
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
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等语句时，韦舒怡就会觉得激情在胸膛
流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本身，就有
一种魔力！”她说。
“从理论穿透力上说，《共产党宣

言》可 谓 一 本 奇 书 。 读《共 产 党 宣
言》，能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我们身
处其中的当下。”姜延军举例：“直至
今日，全世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共
产党宣言》对全球化等人类社会发展

的洞察，是具有惊人准确的预言。学
者们解释今天的时代特征，还常常要
向《共产党宣言》寻求思想资源。比
如，描述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一切
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总
是刷屏，甚至有学者把它作为自己著
作的书名，而这句话就出自《共产党
宣言》。”
“她的魅力和美妙，只要真正读进去

了，你就会知道！”姜延军说。

共产党员对《共产

党宣言》，既要“敬之”

也要“近之”

在姜延军看来，对于《共产党宣言》
的态度，是检验党员理论学习自觉的一
把尺子。他说：“最最要不得的，就是敬

而远之！”
有时候，在讲授《共产党宣言》之前，

姜延军会问问学员、听众：“大家知道《共
产党宣言》吗？知道这本书历史地位的，
请举手。”无一例外，每次台下都是点头
纷纷、举手如林。

接着问：“知道《共产党宣言》里主要
说了什么吗？比如有什么名言金句？”这
时，通常，台下会是一片热闹，有人会念
《共产党宣言》那个家喻户晓的开头：“一
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
徊。”有人会背那个掷地有声的结尾：“无
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
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

最后问：“能具体说说《共产党宣言》
的思想观点吗？”这个问题一出口，如果
不是政治理论教员研修班等高层次理论
班次，通常现场就会一下子安静下来，举
手者寥寥。
“这就是我所说的‘敬而远之’。都

知道是享誉世界的名作、是顶顶重要的

经典，其中的名言金句也有所听闻、甚至
可以背得一些，但事实上没有真正研读
过、深入思考过。”姜延军严肃地说。

既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又是“最熟
悉的陌生人”——《共产党宣言》这种特
殊的“被接受状态”，让姜延军思考颇深，
也焦虑颇多。

姜延军说，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宣
言》，既要“敬之”也要“近之”，“远之”就
是“不敬”。这个认识，是很多年前从他
的老师何怀远教授那里学得的。

那一次，作为初入职教员的姜延军
去旁听学习老教授讲课，却发现平易近
人的教授对学员发起了火。

火，就是由于何教授发现听课学员
没有按要求认真研读原著。“大家是共产
党员吗？要知道，有了《共产党宣言》，才
有共产党！你们都不好好读读《共产党
宣言》，怎么能算共产党员？”这么多年过
去了，这一幕至今让姜延军难忘。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

共产党人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使

命，就写在《共产党宣言》里。读《共产党
宣言》，是党员在党性锻炼中必须修满的
学分。”姜延军说。

让“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成为氛围、成

为习惯

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共产党宣
言》的读者、研究者，能够轻松地与有着
相同气场的人对上眼神。

在这个既充满英武之气又浓郁着书
卷气的院子里，《共产党宣言》每天都在
“增粉”。不学理论，不读《共产党宣言》
等经典原著，在这里会有一种“汗颜”的
感觉。

学员卓世雄来到学院学习第一天的
第一顿饭，就被震到了：“食堂排队打饭，
听到前面两个人在讨论黑格尔和费尔巴
哈，瞬间感觉自己‘弱爆了’。不读些原
著，不懂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道理，都没有说话的底气。”
“原来，宿舍、家里都有《共产党宣

言》，无数次看过，但没有读出心得、读出
觉悟。在这里，跟教员和同学们一边切
磋一边逐字逐句研读，就读得快、读得
透、读完还想读。在读原著学理论中，我
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之感。”博士许秩
嘉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

学员感受到的良好氛围，来源于教
员们在背后的努力与创造。

在姜延军看来，最能体现实力的，是
他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团队，经
40年添砖加瓦、不懈努力，已经建构了
系统、深入、立体的以《共产党宣言》为代
表的经典著作教学体系。他们还编写了
《共产党宣言》导读、《共产党宣言》经典
语录集萃等多种教学辅导资料，形成了
“《共产党宣言》研究笔谈”等多项教学科
研成果，编写制作了学院“《共产党宣言》
网络课程”。“等到全军在线课程建成上
线，就可以走出校园、服务全军了。”姜延
军说。

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也烘托出了
学理论、读原著的浓郁氛围。学员们组
织的读书会，主题极有张力——“青春与
真理”，多语种朗诵、故事讲述、视频快闪
等都成了展现《共产党宣言》力量与魅力
的手段。学员惊喜连连地参与其中，理
论学习的第二课堂生机勃勃。

姜延军介绍，借助北京大学领衔
的“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
同创新中心这个高校大平台，学院还
牵头举办了“经典与时代”理论研讨
会，邀请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军
内外高校名家，共话《共产党宣言》的
研究教学，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博采
众长。

姜延军还透露了一个值得期待的项
目，《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即将在学
院建成。

这是一个集史料馆藏、场景再现、
科技互动为一体的沉浸式、互动式教
学场所，将体现出创新的教学理念和
浓浓的时代气息。将来，身处其中，你
可以看到按比例复原的比利时天鹅酒
家，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结下深厚
友谊、联手研究写作《共产党宣言》的
历史情境；你可以拿起移动终端，在精
心摄制的理论学习互动项目中，愉悦
地学习研讨。
“《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已经列

入全军院校‘双重’建设重点项目。”展示
着厚厚的项目建设文案，姜延军眼里闪
着亮光：“建成后，欢迎你们再来！”

版式设计：迮方宁晨

一堂思政课讲了25年，为何“粉丝”越来越多—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悦读”
■雷 森 宋艳丽 本报特约记者 李习文

想要了解一个人，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看他喜欢读什么书。

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系，斗转星移几十年，在一代又一代教

员、学员那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始终

都是必读著作。

当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或宿舍，一

定会在书架或办公桌上最醒目和顺手的

位置找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经典著

作，而且每一本都留有反复阅读的痕迹。

当谈起《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

作时，他们都如数家珍……某个概念

该 如 何 理 解 ？ 某 个 论 断 的 背 景 是

啥？某个强调的深意何在？这些在

一般人看来很枯燥的话题，在他们看

来却颇为严肃，必须考证清楚。那架

势，不亚于篮球迷争执和维护自己心

仪的“总冠军”。

如果，你以为，他们因此就成了不食

人间烟火的书痴，是美剧《生活大爆炸》

里谢耳朵那样的人，那你可就错了。

他们是优秀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如

一日地研读和传播，却绝不单单是为了

学术。凝视在《共产党宣言》书页上的，

是饱含生活热情的眼神。

在他们看来，这部著作是共产党员

政治修养的必读书，因此与党的事业密

切相关。采访中，我们常常听到他们的

提醒：《共产党宣言》我党的领袖都推荐

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上

肯下这样的功夫，为的是担当起马克思

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共产党宣言》中有共产党人的“诗

和远方”：“她是无产阶级的青春宣言，昭

示着共产党的初心。”

面对这部著作，他们眼里不揉沙

子。听到误解，就要澄清；听到诋毁，就

要亮剑。

在他们眼中，这部经典是那么亲

切。它就像一首抒情诗，那么优美、那么

富有感情。

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让青年官兵、青

年党员，一起来“悦读”《共产党宣言》，是

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对于马列经典，建成精致象牙塔不

易，做成可口家常菜更难，可他们就是既

要建象牙塔也要做家常菜。为此，他们

变成了非典型教授、副教授。

为了让第二课堂活动多一份精彩，

为了学术研讨会多一份实效，为了让全

军第一家《共产党宣言》情景教学馆早日

高质量建成，他们还要打开脑洞搞创意

设计，一会儿是课堂上的教授，一会儿是

镜头前的“导演”，一会儿是蓝图前的“画

师”，一会儿是工地上的“工人”。

“《共产党宣言》值得我们这样。”

这是他们的回答，风轻云淡中透着一

种笃定。

在他们眼中，这部经典是那么亲切
■雷 森 本报特约记者 李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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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共产党宣言》有200多种

文字、2000多个不同版本，成为当今

传播最广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

左图：国防大学姜延军教授正在

给任职班次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经

典原著选读”专题。

周宇宏摄

170多年斗转星移，人类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共产党宣言》

却历久弥新，经久不衰。

美国著名学者保罗·斯威齐说：

“《共产党宣言》我大概已经读过十几

遍了，它总是值得一读再读。”法国著

名学者德里达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

风靡全球，仅从书名就不难读出他向

《共产党宣言》致敬的意味。美国学者

马歇尔·伯曼的代表作：《一切坚固的

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富有冲击力

的书名也是直接引用《共产党宣言》中

的名言。法国学者弗·拉扎尔夫人富

有情感地比喻：“《共产党宣言》不是一

般的书，它不是冰，而是炭，放在锅里

能使水沸腾起来。”

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在世界的

热销也能窥见一斑。2015年，世界

知名图书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推出

了一套 80本的“文学册子”，据英国

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磨石”统计，在

这 80本小册子里，《共产党宣言》销

量第一。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周年，中央编译局编成“马克

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其中《共产党

宣言》单行本仅一年时间累计印数就

达39.2万册。

《共产党宣言》甚至成为拍卖行的

抢手藏品。1986年，一册在德国纳粹

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首版《共产党宣

言》，在伦敦以24600英镑售出。2012

年，1848年首版的瑞典文版《共产党宣

言》，在上海以80万元人民币落槌。

习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

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可以说，这本小册子直接催生了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终身酷爱读书，读的遍数

最多、时间最长、最熟的就是《共产

党宣言》。1939年，他对党内同志

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 100

遍……每阅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

1954年，毛泽东重新开始学英语，其

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直接阅读经

典著作的英文本，他选的第一本还是

《共产党宣言》。

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是读着

《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进而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刘少

奇 1921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

产主义大学，学习《共产党宣言》等

课程。他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

加共产党，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

又看，看了好几遍……最后决定参加

共产党。”朱德在临终前看到《共产

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

专程到中央党校看望主持翻译工作

的成仿吾先生，一起交流学习心得。

周恩来在 1922年旅欧期间，发表了

《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

德国的马克思故居中至今还珍藏着

他在延安时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

言》复制件。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

时，就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他

满怀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

《共产党宣言》。”

2018年 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深刻指出：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

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

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

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

一部理论经典的吸引力有多大
■姜延军 宋艳丽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