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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信息 

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访吴晓明教

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访
来源：2010年10月26日 光明日报 

高 远 

  吴晓明，男，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高中毕业后赴海丰农场务农。

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

199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日期： 2010-10-27 ] 来源：   作者： 



  主要学术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研究、

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学术兼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

评审组专家、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

    问：大约十多年前，你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

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否请你谈谈这一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吴晓明（以下简称“吴”）：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

兴趣— —既能专注于学术，又能藉此思及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的

刻印象。他的最初专业是德国文学，又曾花大力气研习过中、西哲学，但最

了。他说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引导了这一转向，对此我是深为认同的。 

    然而，当我成为教师并且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开始面对青

疑惑的主要之点是：时代已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诞生于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

意义呢？虽然我们很容易指证这种提问方式对于思想价值的评判来说是不恰

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无非是体现在思想中的时代，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马

代意义作出积极的阐明。 

    问：要在理论上作出这种阐说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能在这方面简

术感想吗？ 

    吴：对我的思想经历影响最大的是某种理论上的对立— —我想说的是：第二

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那种尖锐对立。当前者完全在知性科

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后者则以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诉诸无产阶级的“自我意

一种理论对立虽然使我感到不满和困惑，但它也形成为一种持久的动力来推

它使我意识到：第一，为了真正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不可能借助于某

在的解说，它是与所谓“基础理论”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这就要求使整

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中，换句话说，是要深入到哲学存在论的根基

命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切近的估价。第三，这样便会形成一个时代状况与理论

上，我们能够通过学术上的深化来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问：我们看到你在这方面确实有不少成果，而这些成果看起来也确实是颇为

言，这种学术化难道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和现实关注相抵牾吗？



    吴：我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固然有其实践

如，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理所当然地要求

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和现实关注决不意味着它漠视理论或轻视

渡出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向度。列宁

《逻辑学》，就无从真正读懂《资本论》。这个简要的判断从根本上提示了

只要问题涉及到理论方面，这个向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本质重要的。在

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总批判就无法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像不理解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理一样。 

    在这里必须立即辨明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

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哲学学

代意识形态的幻觉；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以深入地揭示并切中社会

上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笼罩在哲学学术上的意识形态神话

会现实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学术。就此甚至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

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问：你如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社会现实，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你的主要

    吴：是的，应该说是总体的和基本的观点。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哲

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正像它也作为一种实践纲领参与在当代人类的历史性活

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就不需要某种专门的、学科化的、甚至是完全技

一切归根到底都在总体上从属于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马克思在其《〈政治

地阐说了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始终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核心，如果不是社会

呢？有一种观点以为社会现实是随便就能见到和触到的东西，根本无需什么

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和错误的。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整个近代哲学都遗忘

费尔巴哈这位最现实的哲学家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背叛自己，并且较之于黑格

乏”？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今天的使命是：以哲学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

现当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要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很显然，这个基本之

学术和社会科学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意义重大的。 



    问：能否说明一下，马克思哲学何以能够承担这一使命呢？ 

    吴：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使这

哲学上深入现实的主张，而且要有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兼具

社会现实的揭示同时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

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批判的

原则高度；因为无论是非批判的观点（例如实证主义的观点），还是缺乏原

的批判），都不可能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中，相反却使之被掩盖起来。我们

著作中读到这种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正应当在这

而言，詹姆逊说得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我们却不能

主义所涉及的乃是根本的问题领域。 

    问：听了你的一席解说，颇有启发。最后能否请你谈谈自己的结论？ 

    吴：现在要谈最终的结论，也许为时尚早。因为我把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