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薛广洲《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

合》读后
 

  

庄福龄 

  

薛广洲同志的《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的专著，在毛泽东110周年诞辰之际由人民出版社纳入《百年后毛泽东》丛书，并于近期

出版。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西哲学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我国哲学界颇为关注的热点。论者大多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

一重大课题，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阐述其基本精神，评议其优劣，或提出复兴传统、弘扬儒学之说，或提出走西方现代化之路，实

现全盘西化之说，或提出中西交融、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之说，等等。但是，上述议论对五四运动以来对中西哲学的历史选择，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对80多年来中国各

种哲学思潮相互论争和盛衰消长的状况，却研究得不够，甚至将其完全忽略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80多年的历史，是一段客观存在、不可忽视的历史，是中国文明史上一段光彩夺目、业绩辉

煌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饱经屈辱而终于自强自立、屹立于民族独立之林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破天荒地以科学的认识工具总

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历史。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才能对这段历史中众多的哲学流派作出准确的比

较和分析，判定何种哲学能够正确反映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利益，分析各种哲学是怎样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哲学论断的，真正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而不致把现实问题的解决停留在脱离实际

的抽象的概念、范畴和纯粹的思辨之中；也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才能对一切思想文化持分析的、批判

的态度，而不承认有所谓的绝对权威，才能既善于批判旧世界、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腐朽落后的观念，又善于汲取人类社

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总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不仅不排斥对近百年来众多哲学思潮的研究和评析，

不排斥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取舍，反而恰恰是从实践的检验中，从人民的向背中，从历史的选择中，进行着上述研究和比较。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汇总，也体现了中西哲学的交

汇和融合。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它在同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倾向的斗争中旗

帜鲜明、毫不含糊，一贯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同时，它又是完全中国化的，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

又坚持了同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人民的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并能解决中国实

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继承的过程，也是对中国国情深入认识、理论上

有所突破的过程。历史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后便作为主导线索贯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全部历史之中，它没有停止

中西哲学的交融和汇合，而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西优秀哲学相融汇的新局面。离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传播史，特别是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分不清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和支流，难免为纷繁复杂的哲学思潮所迷惑。从这

一意义上说，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把握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钥匙。 

可见，作者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西哲学相互关系作为探讨的主题，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作者认为，中西哲学比较从根本上

说，是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和中国哲学的内在要求。中学对西学从最初的排斥到融合的尝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作者研究的重点则是毛泽东哲学在这条新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作者是从三个方面进行

论证的：首先从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上作出详尽的阐发，而后又从这一哲学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诸多问题上作出分析和

阐述，最后从这一哲学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及其表现形式上作出理论概括和总结。可以说，作者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

际，其视角也有独到之处。 

关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作者上述分析的延伸，也是当代中国学科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在众多的

议论中，有些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它们认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只能以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或现代西方哲学为基础，认为中国近现代哲

学是贫乏的，甚至认为当代中国哲学是一片空白，无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否认有毛泽东哲学思想。鉴此，作者充分肯

定毛泽东哲学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一经过几十年历史的检验，经过亿万人

民的选择和党的选择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当代哲学。建设当代中国哲学只能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它具有其它哲学难以代替的深

刻原因：第一，毛泽东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遗产有透彻的了解和研究，在知识修养上也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和基础。他在批判吸

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上具有特殊优越的条件。第二，毛泽东对国外的东西接触较少，有他的局限性，但对中国这块广阔大地

的风土人情却是了如指掌的。第三，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作为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考验和选

择的典范，他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汇总，它和那种自我封闭的理论不同，绝不会

随着某一个代表人物的过世而过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发展，也有力地说明它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即发



展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有了这一思想，它就能在实践中真正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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