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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哲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哲学与文化”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国亮

2012-10-25 12:18:52  来源：安徽社科联网站 2012-10-25 

  为深入学习研究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由安徽省哲学学会主办、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承办的省哲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哲学与文化”理论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9日至21日在芜湖召开。来自全省高校、科

研院所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年会，收到论文60多篇并集结成册。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新跃同志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

的讲话，谢道文会长致开幕词，总结了过去一年学会的工作，并希望全省哲学工作者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和良好开端，结合自己

的专业和特长，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认真学习十八大文件，深入研究十八大精神，全面贯彻十八大决定，做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学者，做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专家，做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能手。 

  与会代表围绕“哲学与文化”这一大会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深入交流。 

  一、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科技大学孙显元教授以实践逻辑为基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逻辑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基础是实践，其逻辑基础就是实践逻辑，实践逻辑包括“建构的逻辑—活动的逻

辑—检验的逻辑”。 

  合肥工业大学张建设教授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是总书记在“7·

23”讲话中的重要内容。由生态意识的升华—生态意识向政治理念中的转换—最终生成生态化意识形态，生态化意识形态旨在将

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每个公民的自觉意识，转化为全社会成员自觉行动。生态化意识形态是一种运用生态意识来改造世界的新

的思维方式或新的政治理念，生态化意识形态凸显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群体的生态利益。只有在生态化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才能跳出传统工业化生产的窠臼。 

  陆军军官学院鲁世山教授认为，先进军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先进军事文化的功能，有助于提高

人们对先进军事文化价值的认识，增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在哲学视野下他从五个方面详细剖析了先进军事文化的功

能与价值，即一是先导与推动相统一的导向功能，二是规范与熏陶相统一的育人功能，三是动员与整合相统一的凝聚功能，四是

吸引与感召向统一的激励功能，五是吸纳逾突破相统一的创造功能。 

  安徽师范大学陶富源教授认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要警惕泛文化主义的影响。泛文化主义把文化看作是至上

的，对其他一切社会事物具有普遍涵盖性和根本推动作用的理论观点。他认为，泛文化主义失足于唯心主义，在于脱离文化的生

成论，把文化的表现论夸大和绝对化为文化的决定论。这种泛文化主义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有“人是文化”、“文化即人化“等诸

多表现，需要引起警惕。此话题引起与会代表的争鸣，合肥工业大学王志红教授认为在思维方式的讨论上是否应该跳出唯物与唯

心模式，以系统的、更复杂的视角来看文化问题。中科大的孙显元教授认为在文化问题上不能二元对立，在物质与文化上应系统

把握，以复杂性思维方式对待。关于这一主题有20多位代表提交了论文。 

  二、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文化建设等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问题。安徽大学方爱东教授讨论了

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提出文化具有思想力、引领力、影响力功能。当前文化软实力建构应注意文化整

合的一与多的关系；在文化交流中应注意中与外的关系；文化强国过程中应注意硬实力与软实力问题。安徽农业大学黄洪雷教授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内涵特征，结构功能以及建设思路对策等四方面较详细梳理了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张传开教授正主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大招标

项目。他认为，当前学界已达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的关系有代表性的有：一

是体统-内核论；二是前提-抽象论；三是对象化-具体展开论；四是形式-内容论。如何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研究

的关键，也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关于文化的争论，他认为是缘于文化与价值观关系问题，

主张对文化问题的认识要基于两点：一是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文化，离开了这“一定的”定语谈文化都是抽象的；

二是一定的文化必然是一定价值观的文化，离开价值观谈文化则是无用的。哲学在文化建构中应多考虑文化的内核—核心价值观

问题。 

  陆军军官学院李国亮认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当前文化发展面临一系列困难：一是文化的现代转

型还处于进行时。传统文化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内受知识分子的批判，文化发展面临“古今中外”的问题；二是文化断裂

与整合成为新课题。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代际、城乡之间等文化出现断裂，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将长期存在；三是在文化

交流中抵御文化霸权是新挑战；四是市场经济渗透文化面临新问题。发展先进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为根本任务，

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先进文化建设应是一个相互促进关联的过程。 

  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安徽师范大学余在海副教授分析了国内“普世价值”争论的发展脉络，认为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它曾经依靠资本主义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力量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历史向真正的世界

历史的转变，推动者“世界的欧洲化”。普世主义或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一是普世主义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概念，从一开始

它就带着强烈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色彩，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展而达到它的极致；二是现代资本主义

文明在其历史展开过程中已经显露出自身的历史限度。认清普世主义的实质，我们更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探索，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类发展新道路的探索，具有

世界性的意义。有关这一话题有十多位专家提交了论文。 

  三、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的中外哲学 

  安徽师范大学戴兆国教授从人性能力的角度看待文化自觉，认为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人化与非人化的统一，这一过程与人

性能力的养成和沉沦并升共举。人性能力结构大致分为三层次：核心是智慧层；实践文化的价值层；谋生的操作技术层。文化缘

自人的创造，反思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必然与人性自觉相联，人性能力的提高、拓展，就是文化自觉的不断实现的过程。 

  人的生存文化问题是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安徽大学温存如教授探讨了海德格尔人的生存文化的存在论思想。此在的生存存在

论思想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存在”-“此在”-“畏”-“烦”-“真理”-“时间性”等一系列问题，揭

示了人的存在应当去追求源始的、本真的、本己的存在，给人以真正意义的自由存在。 

  传统哲学中佛学思想也引起了一些争鸣，安师大的郭应传教授认为，佛学的“空”从学理上有三个维度，即“空智、空境、

空理”，是形而上的，“空空”就是超越现象，聚焦于世俗，且不能执著于“空”。宿州学院黄伟老师认为，“智、境、理”本

身都是“有”，佛学的“空”是无寂无灭，无境无相。淮北市党校李庆宝认为，佛学无非就是一个“悟”，在这一点上佛学最能

体现文化的意旨，文化根本上是对人类生命的深刻体验、传递以及对人本性的内在探索，通过“悟”，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自

己命运的自觉把握，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佛。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冬梅对朱子的“赤子之心”思想作了积极探讨。关于这一话题的

讨论，安徽省师范大学臧宏教授的精神最为感人，他虽年届八旬高龄，但仍缀耕不止，两次登台，从贯通中西文化的角度，阐明

自己对邓小平“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发展是硬道理”的“四句教”的深刻理解。 

  四、回应现实与文化强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能脱离时代，文化建设更是现实问题。与会代表积极研讨了文化发展中的实践问题，文化建

设的实践路径，大学文化精神的塑造，当前乡镇文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网络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预防策略等。安徽文化崛起，如

何打造特色安徽文化、地区特色文化、城市文化等也是本次理论研讨的热点问题。关于这一主题，有十多名代表提交了论文。 

  本次研讨会受到多方支持，会议主题鲜明、回应时代需要，日程紧凑、学术浓郁、气氛热烈，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会议

不仅展示了我省哲学界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以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担当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献上了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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