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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声音来源：5 月 4 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广电总台央视新闻微视频：《追寻马克思的

足迹》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

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5月 4日，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缅怀并高度评价了马

克思的一生。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让我们跟随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述，走进欧洲，追寻马克思的足迹，探寻这位“千

年第一思想家”的一生。

1 德国：诞生

“大学时代，马克思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学等知识，探

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习近平

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

家庭。他住在漂亮的房子里，过着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少

年时代起，他便得到了来自贵族家庭、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

燕妮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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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岁时，沿着摩泽尔河，马克思来到了 100 多公里以外的

波恩大学学习法律。1836 年 10 月，他又转学到了柏林大学（柏

林洪堡大学前身）。

“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当

时马克思的高远志向。

1842 年，马克思选择了记者作为人生的第一份职业，他来

到了主张推进宪法改革的报纸——《莱茵报》。马克思的文章惹

恼了普鲁士当局，下令关停《莱茵报》。他决定离开德国，前往

法国巴黎。

2 法国：邂逅知音

“1843 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在革命

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合中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

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习近平

当时的巴黎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它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辉煌，

也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1843 年 10 月，马克思和新婚的妻

子燕妮住进了瓦诺街 38 号。

他和朋友卢格相约，创办刊物《德法年鉴》。但很快，由于

普鲁士政府的压迫，刊物停刊了。在《德法年鉴》诸多文章中，

一篇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却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文章的署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4 年 8 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著名的摄政咖啡馆见面

了。两人相知相交，从此一生不离不弃。



1845 年 1 月，马克思由于帮助革命的《前进报》反对普鲁

士当局，而遭到了法国政府的驱逐，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3 比利时：《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848 年，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

世界。”——习近平

1845 年 2 月，马克思一家流亡到了布鲁塞尔，虽然在比利

时仅居住了不到三年，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

断成熟。

1845 年 4 月，在马克思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奔赴布鲁塞

尔来到了他的身边。两人夜以继日地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7 年 10 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前往伦敦出席了共产

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正式

纲领。1848 年 2 月，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一家

印刷所出版。

1848 年 3 月，马克思在比利时遭到驱逐。接下来的一年多

时间里，他在德国和法国流亡。

4 英国：不朽的《资本论》

“1867 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

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习近平



1849 年 8 月，马克思一家来到了英国。直到 1883 年 3 月 14

日离世，在长达 34 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一直生活在伦敦。

1852 年 6 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

证。从此，阅览室成了马克思的半个家。他把这里作为《资本论》

收集资料和写作的主要场所，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1867 年 9 月 14 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

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与世长辞，他长眠于伦敦的海格

特公墓。

“1835 年，17 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

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

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

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

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

洒下热泪。’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

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

成就了伟大人生。”

“今天，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

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

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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