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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30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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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式：从移植借鉴走向自我创新 

在我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徐崇温先生开始的。徐崇温

先生曾经谈到自己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融合了法国学者梅劳—庞蒂《辩证法的

历险》（1955）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界定和使用成果，从流派上接受了佩里·安德森囊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做法，在

评价上采纳了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对立面的做法。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借鉴过来的，并进行了改造，

特别是强调坚持从思想立场的区分来开展研究，他坚持不能只是一味客观介绍，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立场，尽管对具体代表人物的看法可以不一致。当时乃至在过去30年的绝大

部分时间中，我们大多数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所用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与徐崇温先生的做法不同，在以往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少数人移植了西方

学者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把以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囊括在“新马克思主

义”的研究范式之中。持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当年主要是杜章智先生。“新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范式其实是对美国学者罗伯特·戈尔曼的研究范式的移植，正是罗伯特·戈尔曼主编了《新马克思

主义传记辞典》，才最终使“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传播开来。 

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曾经以徐崇温先生为一方，以杜章智先生为另一方，在很

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移植借鉴的研究范式不同，使得他们对许多问题持不同看法。 

经过大约三代左右学人30年来的努力，国家对这个研究领域和学科的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科学

地界定它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中的5个二级学

科之一，它与其他4个二级学科相辅相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社会科学学科。谈到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应该说它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承担着为当

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资源的重任，同时，它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承担

着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宏观的决策参考的重任。谈到这个学科的合理性，可以讲，由于采

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研究范式，以往争论中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研

究范式难以处理的问题，如今都比较能够得到合理解决。 

研究对象：从分散和以哲学为主走向综合和多分支学科齐头并进 

在我国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由于最早采取的是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研究范式，而在欧美国家被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而后来

出现了另一种研究范式，即“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由于这一研究范式的采纳者也主要是哲学

 

 



研究工作者。因此，30年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哲学研究，是作为一种哲学流派

或思潮来介绍和评论的。 

在研究者的努力下，以往所开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这些领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来都

是分散进行、各自为战的。根本看不出，这些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相互之间有

些什么关系，其研究的对象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如果套用经典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是一个完全不可分的统一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

逻辑关系。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二级学科，其中到底

有哪些思想和内容是重大而又有联系的呢？这需要我们在以往30年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重新探索和

思考。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得到国家的正式确立和认可，国内从事于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

应该理顺和重新统一起来了，分支学科应该明确和联系起来了，各分支学科的齐头并进和走向综合，

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学科定位与对待方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独立二级学科，

这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需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同

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确立，是我国社会科学自我创新的结果。这个学科的最大中国特

色在于，它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人以当代中国的视角、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

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很难找到的。 

因此，不管愿不愿意，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面临着指导思想的问题。说白了，我们

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已经被认同为真理性的理论结论，必

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要进行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分析、论证和判断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往经常碰到却又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国外马克思主

义”及其代表人物？是以批判为主，还是以借鉴为主？其实，批判和借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都是同一个研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你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来从事对其中的流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分析和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批判过程。有批判

就有取舍，这既是一个批判过程，也是一个借鉴过程。在科学研究中，其重要程度是一样的，只不过

一个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一个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说。 

研究对象的层次划分 

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独特性，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做什么的界说得透

彻和明了，是很难的。但如果不能对研究对象的一些主要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将不利于“国

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自身的发展。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其他4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的领域划界关系问

题。从内容的交叉可能情况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相对好区分。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要

明确。应该严格界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

著作和思想以及他们同时代战友的著作和思想的历史。这样，斯大林以后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的思想研究，就要划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名下。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的层次划分问题。从内容庞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我们大致可以将它区分为下列几个层次： 

（一）世界各国主要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它主要包括：A，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几个主要

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B，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C，西欧发

达国家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思想研究。它主要包括：A，所谓“西

方马克思主义”中所包括的各种哲学流派；B，西方的激进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流



派；C，拉美和非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流派。 

（三）欧美国家的各种中左思潮研究。例如，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研究、绿党的思想研究，等等。 

分支学科设立 

二级学科都是有多个所辖分支学科，也可叫作三级学科的支撑才能成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所辖分支学科，或者叫作三级学科是什么呢？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发展所面临的

问题。根据我们以往30年的经验，以及相关大学和研究单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研究优势与特色，最起

码说来，可以基本上确立这么几个所辖分支学科，或者叫作三级学科，以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发展的主要支撑学科。它们是： 

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包括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

续流派研究，这个分支学科在我国是发展得最好的。 

其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

做出的贡献很大。当然，在引进和评价这些成果方面，我国学者也有不少成绩，因此，完全可以构成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成熟分支学科。 

其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个学科

从前在我国也有较强的队伍和很好的基础，出过不少成果。 

还有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与思潮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取得过不少成

绩，可以作为两个成熟的分支学科。 

上述只是根据以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情况，来初步确立相关的分支学科。其实，从

我国实际政治发展的需要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来讲，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

不少领域是特别需要加强，且可以发展为三级分支学科的。例如，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几个主要现存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不待而言的；另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理论研究，由于它同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联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

关流派的突出理论贡献，也可以进行专门研究；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研究，在西方都有一些影响很大的流派及其代表人

物，这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矿藏都有待我们去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深入

发展。 

（来源：《社会科学报》2008年6月5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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