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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第八届马克思
哲学论坛综述

【作者】黎庶乐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

坛”在武汉市召开。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国内近70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60多人参会,收到

论文90多篇,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本次论坛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与会专家学 者分别围绕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实质、历史进程、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对当

代中国哲学建设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  

  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问题上,学者们大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视野,认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西方国家,但它是全人类哲学思想积极成果的结晶,它所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和

全人类的价值诉求,它的理论旨归是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而它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了

历史上各种地域哲学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世界哲学”。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

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提示其发展的规律性。  

  有学者指出,要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就需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代表人

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的发展历程,正确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

际结合的经验教训,作为在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实践和发展的一部分。  

  还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中形成“世界向度”和“中国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其中,“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

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具有向外开放的价值和中国

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它呈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层次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产生于西方并作为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人类哲学发展的最积极成果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现实相结合,它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与会学者就此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

涵、可能性、范式、发展阶段、途径和检验成败得失的标准等问题,并把视线延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等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有着实际关联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有学者强调,“马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应理解

为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有利于革

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总结和概括,而

把中国智慧、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主要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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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学者认为,马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

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家化或封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成为包括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

共有范式。  

  一些学者特别指出,在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以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为

目的的自觉意识还远未形成,因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料评介和学术研究决不是我们研究西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通过研究一方面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提出了哪些重大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探索他们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我们

当前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性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而推进和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 改

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取得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开创性成果。  

  今天,改革开放经历了30个年头,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一次飞跃的30年。30年来,改革

开放所面临的任务已经由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转向整个中国

现代化道路的综合选择和设计,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建立更系统和综合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与利益制

衡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决心,更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创新的态度,这就需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走出新路子,迈出新步伐,更深刻地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实际。与会

学者强调,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探索、反思。同时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完成和巩固这一重要理论

发展,确有其不可忽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原载】 《光明日报》2008-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