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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大革命大变革时代，对引领历史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有深刻

的价值感受和理论认识。他们在对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中阐发了自己的时代精神思想。他

们认为时代精神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产物、时代主题的反映，是经由传媒大众化的思想观念和精

神风貌，它体现阶级的主张诉求，是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这些思想启示我们，要弘扬

当代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要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紧紧把握住全国人民为

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生动实践，切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改革创新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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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是引领一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和

时代进步的精神力量，我们党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历来重视弘扬时代精神。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在报告中提出了弘扬

时代精神的课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多次讲，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1](P40)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

代，他们一直置身于欧洲汹涌澎湃的时代进步大潮

之中，亲身感受了当时欧洲蓬勃昂扬的时代精神，

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种精神有为数不多但却

很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是今天我们研究两位伟人

时代精神思想的宝贵资料。加强对伟人时代精神思

想的深入研究，筑牢理论根基，对于当前我们培育、

概括和弘扬时代精神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时代精神的 

历史背景与主要用语分析 

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精神思想，必须首先

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时代精神的历史背景与主要

用语进行分析。 

1．马克思恩格斯阐发自己时代精神思想的历

史背景 

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还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堡

垒，对内严格实施书报检查制度，实质上取消了新

闻出版自由。但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已经处在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

制、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取消新闻

出版自由带来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缓和矛盾，展

现自由主义姿态，1841 年 12 月，国王威廉四世颁

布了经过包装的新的书报检查令。新的书报检查制

度仅仅是换了伪善的面目，并没有改变其维护专制

统治的反动本质，马克思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随即开始了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打响

了他革命批判的“第一枪”。正是在这场批判中，

马克思论述了自己的时代精神思想。尽管此后马克

思很少正面论及时代精神，但是，“马克思首先是

一个革命家”，[2](P602)毕生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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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他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斗

争的大量论述，一样包含有丰富的时代精神思想，

这也是今天研究他们时代精神思想的重要资料。 

2．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时代精神的用语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

时，除用“时代精神”外，还常使用“人民精神”

“社会精神”等概念指欧洲各国那一时期普遍的时

代进步精神。如在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针对辩论

人将出版物的缺陷与书报检查制度的缺陷机械分

割开来，为书报检查制度诡辩的论调，马克思愤怒

地反诘，“难道书报检查官置身于历史总体之外，

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3](P155)
 在 1842 年 2 月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指出，

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不仅要管理个别公民的行

为，而且一直在非法地禁锢公民的精神，“管理公

众精神的行为”，[3](P108)简直比封建的罗马帝国的

书报检查机关还要反动。对于普鲁士《国家报》宣

扬的国家机关不持政治立场的论调，马克思批判

道，“断言现实的国家生活没有政治精神”，“它

这样做是多么莽撞呀！”[3](P143)
 马克思对莱茵省议

会的保守进行了批判，他强调，省议会“应当下决

心成为社会精神的体现”。[3](P158)
1842 年底，普鲁

士当局查封了《莱比锡总汇报》，马克思对此进行

了批判，指出，除非消除封建专制的阻碍，享有充

分的独立和自由，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

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

成”。[3](P397)结合历史背景和前后语境分析，很显

然，马克思所使用的人民精神、社会精神等，正是

指普鲁士专制政府为维护反动统治而严密防控的

时代精神。 

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时代精神的历史背景

与主要用语充分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马克

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厘清马克思恩格斯时代

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 

1．时代精神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产物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

落后生产力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

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4](P602)“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

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变动的”。[4](P603)以自动纺机、

蒸汽机和火车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在欧洲引发和

推动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将原来被封建束缚分

割起来的田园诗般社会迅速地连接在一起，推动社

会快速发展，既魔术般地生产着贪婪的资本家，同

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

长”。[4](P496)新的生产力不仅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

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塑造着整个社会的精

神面貌。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新的成就，工业

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

汹涌澎湃的斗争，为德国近代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创

造了条件，思想家在自己的头脑里不断构建完善的

哲学体系，孕育着“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3](P220)

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理论，对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

产力的进步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可以说，19 世

纪中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专制的斗争、无产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时

代进步的洪流，在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以民主进步

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引

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既是哲学家们进步的

思想理论唤醒人民群众的自然结果，更是那一时期

欧洲先进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必然产物。 

2．时代精神是时代主题的反映 

19 世纪中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

欧洲国家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主张各民族互

相往来、相互依赖。新兴资产阶级提出要“废除一

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

家”。[5](P277)但封建贵族极力维护专制统治和封建

割据。新兴资产阶级一次次掀起反对封建专制与割据

的斗争。在资产阶级还在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努力斗争

的时候，一个新的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随着工业的

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的力量日益

增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6](P409)开

始了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资产阶级

主导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主导的

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尽管性质不同，却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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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彼此交织，形成了“蒙昧主义的断崖也

挡不住”的“时代的巨流”。[5](P54)马克思身处这股

时代洪流之中，他深刻认识到，欧洲国家正在发生

的这场以消除封建专制与割据状态、争取民主平等

自由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变

革，是当时的欧洲“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是“公

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

是时代的主题。马克思认为，时代精神与时代主题

互为表里，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内容，前者是后者的

精神反映。 

3．时代精神是经由传媒大众化的思想观念和

精神风貌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时代精神与书报即当时

的传媒联系在一起，认为自由报刊承载的是“观念

的世界”，这些思想观念产生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

与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但只有借助传媒，这些思

想观念才能实现大众化，使其“作为越来越丰富的

精神唤起新的生机”，[3](P179)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掌

握，从而塑造出反映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的社会风尚。在 1842 年的一次辩论中，马克思指出，

“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

式”。[3](P155)他指出，独立自由的报刊，能体现人民

意志，反映群众呼声，洞察社会真情，“是把个人

同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3](P179)是弘

扬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他看来，传媒在弘扬时

代精神、掌握人民群众，以及塑造社会新的精神风

貌中，有着突出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恩

格斯还十分注意传媒是否做到了准确传播。1888

年，恩格斯在阅读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后，认

为小说将工人阶级描绘成消极、麻木的形象，与当

时的时代精神不相符，他指出，“这种描写在 1800

年前后或 1810 年前后”，“是恰如其分的”，[7](P570)

但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工人

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小说

作者没有反映出经过欧洲大革命洗礼后的工人阶

级自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种种努力，因而，其对

工人阶级形象的描绘就不可能恰当了。恩格斯对

此做了严正的批评。这些批评充分体现了恩格斯

对传媒准确传播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尚的高度

重视。 

4．时代精神体现先进阶级的主张诉求 

还在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而激烈辩论期间，

在莱茵省发生了关于“林木盗窃案”的辩论，马克

思也参与到了辩论之中。在对林木盗窃法的研究

中，马克思发现了政治斗争背后存在的物质利益问

题。他深刻指出，将未经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这

类行为列为盗窃罪，不过是为了维护立法者的利益

这一事实，对马克思此后一生的立场选择和思想认

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让他看清楚了当时社会广

泛存在的贫富差距和利益对立，他开始同情贫苦民

众，选择站在他们的立场，从捍卫他们利益的角度

认识社会、分析问题。19 世纪中上叶的欧洲，存在

着封建保守势力、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刚刚登上历

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三股力量的较量。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疑代

表了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塑造着整个社会新的精

神风尚。即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注意到了在

这个时代进步大潮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诉求的

不同。1843 年，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

中，恩格斯对此有过描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

成联盟共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但事情成功以后，

工人就被打发走了”，工人阶级又不断起义，以求

“废除政治垄断，建立共和国”。[8](P480)在马克思

恩格斯看来，时代精神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资产阶

级所倡导和传播的思想风尚和价值观念，同无产阶

级有根本区别，而由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或无产阶

级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变革，培育和弘扬的表

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对代表欧洲当时最保

守、最反动势力的普鲁士的封建贵族来说，都是不

合心意的。 

5．时代精神是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 

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时代精

神命题，根本原因就是他看到了时代精神所具有的

引领群众思想风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

值。普鲁士政府当局百般阻止新思想、新理论的传

播，抑制新的时代精神，也是因为他们害怕时代精

神进一步激荡人民群众追求进步的革命行动。1839

年 7 月，在写给友人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

充分肯定了时代精神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也反复论

述时代精神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功能。在探讨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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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革命运动时，他指出，“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

精神的产物”，[3](P153)即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

基础和前提是人们思想的解放、革命理论的传播。

他还强调，“政府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

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精神化”。[3](P153)马克

思这一论断，指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即革命运动

的先导是反映与引领社会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的

普遍弘扬。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十分注重发挥时

代精神的引领功能。1864 年，在帮助国际工人协会

起草纲领时，马克思十分讲求策略，注重充分团结

无产阶级的各个派别，目的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中培

育与弘扬“工人阶级的精神”。历史证明，这种策

略确实发挥了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人阶级的作用，

促进了时代精神的传播。当 1876 年第一国际解散

时，“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 1864 年国际成立时

的那个样子了”，[6](P383)法国工人还发动了“把人

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

的曙光”[9](P61)的巴黎公社革命斗争。 

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精神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精神思想，对于当前我们

培育和弘扬新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 

1．要在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弘扬

时代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时代精神是新的先进生产

力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在

人民群众中的反映。而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累

积到足够量的这些愿望和行动，就会汇聚为引领时

代发展与历史进步的蔚然风气和强大力量。时代精

神蓬勃昂扬的根本基础在于它始终同先进生产力

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基本途径必然是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P421)一

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既不走封闭僵化

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要大

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把握促进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完善和定型的总目标，推动我国的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在本世纪中期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2．要在紧紧把握全国人民为中国梦砥砺奋斗

的生动实践中弘扬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反映时代主题的基本状况，时代主题

构成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

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在新时代的中国的具体表

现，就是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砥砺奋斗的生动

实践。要弘扬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就要紧紧把握

住这一生动实践，厚植时代精神的根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首要目标，把握时代主题

就是要牢牢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奋斗，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地区，一个贫困群众”，[10](P84)全国不分地域、不

分家庭地全面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亘古未有的

伟大目标。把握时代主题就是要切实贯彻和落实好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和政

治进步，还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确保一个方面也不能滞后，推进社会全

面发展、全面进步，使各族人民群众的小康生活有

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充实的内容。把握时代主题

就是要在青年人群中广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深入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培育和扶持创新型

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

力，推动国民经济换挡、提质、升级、增效，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要在切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弘扬时

代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可以成为“人民的精神

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3](P329)十分注重传媒在

弘扬时代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传媒种类繁

多，尤其以“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与

客户端）为代表的网络传媒，已覆盖全国，实现了

新闻事件实时推送、热点话题即时互动，影响巨大。

西方国家为达到“和平演变”目的，利用在网络信

息中的强势地位，不遗余力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

对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造成严峻挑战，

是消解时代精神的致命负能量。在当前，弘扬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需要切实加强网络意识

形态治理。一要大力发展信息安全核心技术，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有效预防网络渗透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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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不良信息及舆情的“眼”。二要完善网络

治理法规体系，加强网络监管。三要积极抢占网络

宣传主阵地，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

响力，及时消解蓄意鼓动和歪曲诽谤。四要抢夺网

络议题设置权，争取话语传播权，牢牢把握网络意

识形态话语权，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凝聚

力。五要培养我们的网络意见领袖，主动发表意见，

敢于表明立场，唱响主旋律，播撒正能量，形成引

导网络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 

4．要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弘扬

时代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四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

要求依靠人民创造伟业，为我们弘扬时代精神提供

了必须坚持的基本遵循。只有获得人民群众认可和

支持的时代精神才能生机蓬勃，才是真正的时代精

神。在当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要坚持好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使发展的成果能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持续加强精准扶贫工作，努

力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

稳步前进”。二要坚持好协调发展，统筹处理好区

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几

对矛盾关系，解决好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等问题，

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大的幸福感，更加自觉地拥护、

支持改革创新，汇聚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

时代洪流中来。三要坚持好绿色发展。良好的生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坚决保护祖国大地一片绿

水青山，让人民群众享有“更优美的环境”的期盼

早日实现，在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中弘扬改革创新的

时代精神。 

5．要在特别突出改革创新的价值引领中弘扬

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依然是激励和鼓舞

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创新就没有未来。

时代精神也只有在不断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

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得到大力弘扬。弘扬当代中

国的时代精神，需要特别突出改革创新的引领作

用，要在持续发挥改革创新引领价值的过程中不断

弘扬光大。一要在社会管理者中牢固确立以改革创

新破解发展难题的思维方式，敢于正视发展中的突

出矛盾和主要问题，遇见再大的艰难险阻也不退

却、不绕道、不折腾，勇于以自我革命的魄力和求

实创新的方法打开新局面、收获好成效。二要在人

民群众中大力灌输以改革创新求生存求发展的思

想理念，充分突出人民群众改革创新的主体地位，

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具体实践，让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并积极参与改革

创新。三要切实提高国家、民族，以及社会企事业

组织引领改革创新的能力，改变模仿性追随型形

象，大力打造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重点方向

上创造性引领型的科学技术成果，切实推进社会经

济发展，形成浓厚的改革创新的时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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