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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李军林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一书，从传播学话语理论角度研究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研究角度新颖，论证系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话语体系；传播学话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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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精品力作相当丰富，
但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著作相对较少，

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作

品更是凤毛麟角。原因在于传播学传入中国时间

较短，与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不甚紧密。由李

军林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及其

话语体系初步建构》一书［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该书是李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

是在他所完成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

成的，该报告获２０１０年度中央编译局优秀博士后
出站报告，并获湖南省第１５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
著作出版资助，是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３年重点推荐的
图书之一。

该书共６章１６节，包括一个绪论部分，合计３４
万多字。绪论对写作的缘由进行了阐释。第一部

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行全景式扫描。

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

其次，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传统文

化基础。再次，从传播学“五 Ｗ”模式出发，对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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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提炼。第二

部分对话语理论进行了总体概述，具体分析了巴赫

金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探讨了话语理论的伟大作

用。第三部分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

系的传播与选择。首先对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

展进行了梳理。其次，探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

命派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再次，考察了

无政府主义派别对革命话语的传播。尽管讲习会

派和新世纪派都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做

出了较大贡献，但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反动性，

加上它在２０世纪初泛滥，本身又在解构马克思主
义革命话语体系。第四部分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

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及其中国化的历程。首

先研究北李南陈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

肯定了他们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

步建构过程中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也指出了存在

的不足。其次研究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

义革命话语的传播，作者选择了党创办的几份重要

刊物为例，着手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揭示了党成立

后的传播特点。最后，重点分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

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中国化的伟大贡献。第五

部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

播和解读。作者选择了与革命话语和早期传播密

切相关的两部著作为个案。一是《共产党宣言》，二

是《资本论》，以此为基础，探索马克思主义革命话

语经典文本中国化的进程。第六部分部分论述了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转

型。首先论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

的巨大作用：促成了中国特色革命政党的建立；促

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确立；促成了中国革命的

伟大胜利。其次，从传播学的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

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的历史经验。再次，分析

了革命话语的历史局限性，指出革命话语与当今时

代越来越不相适应，话语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最

后，论述了从革命话语向和谐话语转轨变型的可

能性。

上述研究内容创新明显，特色突出，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播学话语理论的研究。传播学话语理

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逐步输入中国的。本书从这一理论角度

来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其创新性是显

而易见的。

二是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转型研究。

本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

与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这是以往相

关研究中所没有的。

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的历

史经验研究。本书从传播学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

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的历史经验，并对这种话

语体系进行了客观评价。特别是分析了这种话语

体系的历史局限，提出了话语转型的新课题。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早期传播与革命话语体系在中国初步建构的学

术专著，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

大众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弥补学术研究

空白的意义，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不仅如此，该书

的实践价值也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出

现一大批反思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在这种反思的

过程中，夹杂了大量不切实际的认识，有的甚至否

认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实际上就是否认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史，否认党的领导，并进而否认社会主

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该书的出版将起到正本

清源的作用。一方面，该书从话语理论的角度，论

述了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方位；另

一方面，该书还进一步阐释了革命话语的历史局限

性及其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就为无产阶

级政党的革命历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话语理论

的研究方法未能很好地贯彻课题研究的始终，尚未

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术语的起源、传播及其中国化的

进程进行系统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

的深度。但瑕不掩瑜，至少起到了抛砖引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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