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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3月14日，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
克思因病逝世，3月17日，他的葬礼

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恩格斯发表
了这篇演说辞。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在评价他们的友谊时说，他们的友谊“超过了古
人关于整个文明世界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一、解题：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演讲悼词思想家

革命家



演说辞

       针对性。要考虑演说的场合，听众的年龄、

文化程度，听众需要了解或解决些什么问题，以及
演说者所处的地位、身份等，力戒泛泛而谈，无的
放失。
      启发性。要通过充实的内容，晓之以理，让

听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演说辞需要阐明的意见和观点，
明确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的目标。
      感染性。演说辞是说给人听的，因而语言明

白晓畅、自然朴素，是产生感染力的先决条件。同
时，为使演说辞以情动人，无论议论、说明还是记
叙，在字里行间都应倾注演说者的真情实感。



悼词的特点

悼词是对死者表示哀悼的话内        容

感情基调 一般是沉痛、悲伤及哀悼、惋惜

表达方式
有叙述，有议论，更有抒情。而
且可以说，抒情贯穿着全文。



悼
词
的
结
构

开头

正文

结尾

介绍死者逝世的原因、时
间、地点享年及其生前的
身份职务

追述死者的经历和一生中
的成就贡献，并简要地作
出评价

对死者表示哀悼之情，对
参加悼念仪式的人提出希
望要求等



第一部分：描述马克思的逝世（1）

第二部分：评价马克思的功绩（2～7）

1.总括：“不可估量的损失”（两个“
对于”：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2.革命理论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

   ★许多领域有独到发现

3.革命实践：注重实践、参加实践　　



第三部分：论述马克思的影响（8）

 ★敌人：驱逐他，诽谤他，诅咒他

 ★战友：尊敬他，爱戴他，悼念他

第四部分：预见马克思的不朽（9）



理清脉络：关键词句

•领起性句子
•总结性句子
•过渡性句子
•关联词



三、回答下列问题：

1、“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
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达尔
文的发现和马克思的发现有什么相似之处？

类比：马克思的发现和达尔文的发现有着同
等重大的意义。

    但是有区别，达尔文是对自然界的发现，

而马克思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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