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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晏清：应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

2006-8-9  记者 韦承金  阅读587次

     “应该建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也绝

非不可能之事，这一任务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在8月2日的第六届马克

思哲学论坛上，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晏清提出其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想。他认为，

面对资源有限和消费社会来临的事实性挑战，应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建构和发展一种

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陈晏清在演讲中指出，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必须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首先是批判的，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同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于新的能够提

供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建设性构想。马克思主义所达成的理论统一，是超越现实的价值性与现实

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就是“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然而，陈晏清认为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0世纪末期受到两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方面，

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受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事实的挑战。另

一方面，作为自由时间之增长的前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受到了消费社会来临这一事实性的挑

战。”    

    因此，陈晏清提出构建和发展“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想，这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

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价值性与事实

性的理想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也显然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构建和发展现实性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

价值。”陈晏清强调，继承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传统，仍是一项

意义重大的任务。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包含了理想性的和现实性的两个维度、两种进路。“这

两种进路虽然取向有所差别，但都为现实生活所必需，各有其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具有互补

性。”陈晏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应当从这两条进路的互相关联中分别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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