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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创新

的理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

程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系列科学

创新理论是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

民族语文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

要内容和实践路径之一。为此，需要从相关方

面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民族语文翻

译、宣传和传播工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民族语文翻译 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引 言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

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有科学的思想理论进行

指引是我们开展工作、面对挑战、取得成绩的

前提和关键。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

中国化时代化系列科学创新理论能正确而有效

地引领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当前，民族地区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广大

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有关马克思主义及

其中国化时代化系列科学创新理论成果的民族

语文版进行理论学习进而指导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创新的理

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行。这一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的科学论断，深

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

指导意义，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引领事

业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深重劫难，正是马克思主

义成功引领了救亡图存运动，指导产生了中国

共产党，给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

向，进而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

义伟大旗帜是完全正确的，拥有马克思主义科

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

主动的根本所在。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不是教条而是

行动指南，本身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内在要

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

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

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就是要求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国情结合、

与具体时代结合，在结合中产生新的思想，以

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党自诞生以来，

在早年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后，就深刻认识到中

国的事情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完成，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要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和策

略。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各个历史环

节和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积极探

索其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路径。在科学理论创新

方面，我们已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

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民族语文翻

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实

践路径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光辉历程中，民

族语文翻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特别是有关民族政策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

献民族文版为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提供了范本，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

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作为唯

一的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机构，自1955年成立

以来，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历届全国党代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和

同声传译任务，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

克、朝鲜、彝、壮 7 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

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

献、法律法规。在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播

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促进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维护祖国

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壮语文室从1986年成

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已

先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1—4）《邓小平文

选》（1—3）《江泽民文选》（1—3）《资本论》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胡锦

涛文选》（1—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

党简史》《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党

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历届党代会文件等重要

著作文献的壮文翻译工作。壮语文室还积极开

展送书下乡活动，把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文献的壮文版本送到壮族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

手中，让他们通过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字学习和

理解著作内容，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壮乡广泛

传播，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壮乡地区的中

国化时代化进程。

三、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

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现在，我

们已经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如

何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献民族语

文翻译工作，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

的传播，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下共

同的思想理论根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强根铸魂，推动民族地区与全国其它地区一

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奋勇前

进、建功立业，是民族地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为

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相关工作。

首先，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

民族语文翻译、宣传和传播工作。中国共产党

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无论在

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无论在革命年代

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

思主义旗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了各类

汉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包括《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

《<资本论>导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

导读》《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为我国翻译成少数民族文版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蕴含着具有普世性

的丰富哲理和世界观、方法论。因此做好马克

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民族语文翻译、宣传和传播

工作，不但是我们理论上坚持守正创新的前

提，也是我们在民族地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需要。

其次，重点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科学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著作或理论性文章的翻

译、宣传和传播工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

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创新理论成

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

史明鉴，进一步做好这些科学理论民族文版译

著的宣传和传播工作，是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历史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

系列可载入史册的实践成果，归根到底是因为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

义，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

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

关著作、文章、讲话进行高质量翻译和及时有

效传播，是我们民族语文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和

历史使命。

第三，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过程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做好承载着各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的挖掘和译介工

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

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我

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有特色的

民族文化，各种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进行交往

交流交融，形成了我们如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

族文化格局。在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

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

神，留下了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

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

族万里戍边等历史佳话，这些典型的人物和事

件所蕴含着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具体体现，应努力挖掘和做好译介工

作，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结语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

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系列科学创

新理论是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根和魂。为此，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文献民族语文翻译和传播工作意义重大，

有利于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

础，有利于各民族地区及其广大干部群众形成

统一的思想认识，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深度

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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