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第一章教学案例 

 

案例一：问题少年到学霸 

马克思是如何从一个问题少年变成学霸的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总是听人提起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可实际

上你却对他知之甚少？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在书本上、电视上无数次见到过他的名字，

可实际上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只是一个符号？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与你生活的世界联系特别紧密，可实际上你

又从心里觉得陌生？ 

的确有这样一个人，他生活在动荡奔腾的十九世纪，他有一把浓

密的大胡子，他目光如炬、身形魁梧、意志坚定，他一生劳碌奔波、

博学多识、著述无数。有人特别敬他，有人怕他，有人追随他，有人

诋毁他，却很少有人说我不知道他。 

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小编希望邀请大家一起走近马克思

的青年时光，了解这位伟人是如何从一个问题少年变成学霸的。 

 



1836年，马克思在柏林的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里贪婪地翻阅着

图书，似乎要买下整个书店。他请老板帮他寻找《法哲学》，目光又

贪婪地盯上了《艺术史》，他不知道自己面前已经堆了一大摞书。 

他这种逛书店的方式是常态，当然，还有另一个常态——结账

时的犹豫。他没有能力付足现金，只能给家里邮寄账单。 

这就是 18岁时的马克思，就读于柏林大学。他正在走向一条成

为超级学霸的道路。而鲜为人知的是，马克思最初就读的并不是柏林

大学，他一开始也不是一个“学霸”。 

一年前，17岁的马克思按照家人的意愿，选择了波恩大学的法

律专业。大学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来到了，终于摆脱父母的唠叨了，

马克思像出笼的小鸟满心狂喜。 

他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他参加特

里尔同乡会，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携带被禁止的武器，参与喝酒、

决斗，甚至被关过禁闭。他迷恋于创作浪漫主义文学，还经常给父亲

寄去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 

 



但在父亲眼里，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的表现。他写

信给马克思说道：“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

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

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 

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此外，马克思大手

大脚地花着父亲的钱，在当时，最富有的人一年的花销也不过五百塔

勒，但马克思一年要花掉七百塔勒。 

同时，马克思在猛烈追求他的青梅竹马——燕妮。追求方式是用

情书不断“轰炸”。燕妮没有被这些情书冲昏头脑，面对马克思不着

边际的浪漫情诗，她忧心忡忡地给马克思写信说：“卡尔，我的悲哀

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感人而炽热的

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

——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所以，

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

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 

 



父亲的叮咛，爱人的忧愁，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的大学生活和中

学时代的追求发生了不小的偏差，如此下去，那个中学时代要为全人

类的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充满

幻想、麻烦缠身的公子哥。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决定转学，

前往柏林大学求学。 

1836年 10月，马克思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求学道路，他对此仍然

心存芥蒂，并不情愿。因为无论是马克思生活过的特里尔还是波恩，

都属于欧洲西部，而柏林属于欧洲东部，对当时的欧洲来说，西部远

远比东部繁华。马克思不太愿意去一个相对落后的陌生地独自生活。 

 

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

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

对生活的渴望。 



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

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

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起消化，最后，艺术也不

如燕妮那样美。” 

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尽管要与燕妮异地恋，但是马克思在清静

的柏林大学校园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学霸”。 

 

马克思的转变与柏林大学的整个氛围是分不开的。 

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他提出大学有双

重任务——对科学的探求以及个性与道德修养，这也奠定了柏林大学

的办学基调。 



这所大学出过很多名人，思想巨人黑格尔在这里担任过哲学系主

任，后来出任校长，他还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柏林大学开讲辞》。

中国也有很多思想家、理论家在这里就读过，比如陈寅恪。 

周恩来和郭沫若也在柏林大学获得过名誉博士证书。哲学家费尔

巴哈曾在这里就读并拿到博士学位。 

马克思这样描述这所学校：“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

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任何其他大学的学生，都不像这里的学生这样

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

习，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乱糟糟的

酒馆。” 

 

入学第一年，马克思“敞开肚皮读书”。他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

重点学习了哲学，并且准备写一部法的哲学。天才的头脑一旦开始经

历刻苦的学术训练，带来的就是思想的快速升级。 



马克思的“学霸”体现在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阅读和思考。由

于大脑 CPU运转过热，马克思曾经一度“死机”，重病住院。即便是

住院休养，马克思仍然认为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时间，索性把黑格尔

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黑格尔哲学以艰深晦涩著称，许多

学生甚至需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通读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而马克思

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套路”。 

当马克思恢复了健康，就立即参加了一个叫“博士俱乐部”的群

体，这个俱乐部里是有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

业。那里充满着理想主义、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他们

最多的精力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 

新世界的大门向马克思敞开了，在他从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

的过程中，有几天甚至完全不能思考问题，他像个狂人一样在花园里

乱跑。他在新的思想领域里兴奋着，沉醉着，“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

地面，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段时间，就不会有后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出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的

基础之上完成的，而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也就是对黑格

尔思想的学习，这正是在他 20岁左右的大学阶段里完成的。 

时隔 20多年以后，马克思回顾起青年往事时说：“我要公开承

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不幸的是，两年之后，马克思的父亲去世了，再也无法批评和唠

叨马克思了。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终生的遗憾。 

马克思离家求学的过程中，追求过诗歌、追求过爱情、追求过哲

学，却唯独与家庭渐行渐远。“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去世以后，

马克思一直心怀愧疚，把父亲的照片放在上衣内侧口袋里，永远随身

携带。因至亲的去世使马克思真正成熟起来，他开始写作博士论文，

开始独自担负起自己的人生。 

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回顾马克思的大学时光，既有

“衣马轻肥”，又有“书香醉人”。但是，努力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

并为之奋斗，这才是最重要的。（以上内容来源：东广新闻台） 



 

卡尔·马克思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马克思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

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

创立的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大的愿望是对于个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

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

和行动指南。 

 

 



一、思考讨论 

1.马克思从问题少年到学霸的原因是什么？ 

2.马克思从问题少年到学霸的成长轨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二、问题解析 

1.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从问题少年到学

霸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其一是柏林大学良好的学风；其二是马

克思个人的努力；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是其奋斗不止的不竭动力！（推荐同学们课后认真读

读马克思高中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2.这道题建议同学们论述时，突出奋斗，认识到树立崇高远大理想对

个人的重要意义，展现出新时代新青年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推荐

同学们课后学习，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的重要讲

话，认真领会，我们必将受益匪浅）。 

 
 
 
 
 
 
 
 
 
 
 
 
 
 



 

案例二：千年伟人马克思 
 

1999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上评

选“千年伟人＂活动，评选结果是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

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后来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和

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对 39名候选人的投票比较平均，

爱因斯坦仅以一分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说明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

千年伟人＂。从 1995年到 1998年，千人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

会议开过四次。2000年世纪之交，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在巴黎

举办规模盛大的、题为“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

研讨会，同时，在纽约还举行了 2400人参加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

会”。世界其他地区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法国《世界报》用＂回归

马克思＂的题目来形容并点评这种热潮。法国《人道报》在报道 1998

年巴黎国际大会时有这样的文字: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路撒

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响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而这次

会议将“再次让历史沸腾起来＂，“《宣言》对 21世纪仍将发生重

要影响”。 

一靳辉明:《千年伟人马克思》，《参考信息》，2002年 4月 30日 

 

一、思考讨论 

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二、问题解析 

  马克思被评为“千年伟人”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



恰恰说明世人对马克思的尊敬，说明其学说的感召力、生命力、战斗

力！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的讲话

中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断奋斗的一

生，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为推翻旧世

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三个一生”，生动诠释了马

克思获评千年伟人的关键密码。 

    仰望千年伟人—马克思，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我们不难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穿透历史、

照进现实、引领未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强大自信！ 

案例三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挂下去 

 1980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

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

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

际观瞻，今后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

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

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

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

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

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

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

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 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

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

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

毛泽东遗体、毛主席纪念堂又将如何呢? 

天安门广场历来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类似人体神经未梢一样的

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国人

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

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

行＂，国内的老百姓们也恵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

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 10位政坛首脑和风

云人物，并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

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异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事后曾抱怨道:“接

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北京。善于

捕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

极感兴趣。 



经过十ー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

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

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

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決

不能让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

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用她的笔向外界宣传一

下，于是，8月 21日晚，法拉奇乘车驶入了中国的心脏ーー中南海。 

法拉奇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相互问候过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

了请坐的手势。法拉奇也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随即单刀直入地开

始了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干脆，他说:＂永远

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

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

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鎘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

她静静地倾听着。邓小平拿起一根烟点着，继说道:“拿他的功和过

来说，错误毕竞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

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

者来纪念。 



在接下去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

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画像。由此可见，

法拉奇始终关注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则从容谈到:“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

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

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

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千部、全国的高级千部差不多都签了

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

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

将要拆掉？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

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

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两次进行，共 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

诚，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邓小平

自己也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

安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

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

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

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



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还对这位

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分辨毛泽

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

待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国 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之前，即 1980

年 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決议》。

而邓小平也曾先后 9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自己的意见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3条，

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

核心的一条＂。 

《決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

1980年 12月 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

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

讲道:“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

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

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1981年 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 8天时间讨论了《决议》，并在

党内 4000人参加讨论的基础上定稿，又在党的十ー届六中全会预备

会上再次进行推蔵，最终十ー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实事

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本文自《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曹宏，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8

月一版 

 

一、思考讨论 

1.法拉奇关于天安门毛主席挂像是否永远挂下去的问题，言外之

意是什么？ 

2.如何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二、问题解析 

1.法拉奇言外之意是中国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2.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议同学们从四个纬度把握。一

是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二是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和“四

人帮”的历史罪行严格区分开；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局限、经验的不足、认识的不充分，不能将毛泽

东晚年的错误全部归结于毛泽东；四是就毛泽东的一生而言，贡献是

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推荐同学们课后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能够以更加崇敬的心情

仰望伟人毛泽东，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