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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 

何  萍  

一、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这一研究深刻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主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精神。因此，联

系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是题中应有之事。本文力图以此为主线，分别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实践基础与思想资源，以此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走向。  

（1）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选择。中国的现代化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界，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欧洲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中国清政府无力抵抗欧洲资本主义的侵

略，而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现实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不仅不能使中国

现代化，反而会使中国丧失现代化的机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化，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

现代化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其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这两个问题构成

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精神。  

（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20世纪20～30年代苏俄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产品。这个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经强烈地影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这个体系，而是以此为方法，联系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展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这一点体现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历史观和政治哲学之中。这一事实不允许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更不

能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  

（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

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

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更多的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批判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转变固然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

系，但更为根本的，还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所决定的。80年代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生产结构及人们的

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问题突出出来。为了解决这一任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更多地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转向。  

（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活动中，经历

了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和科学主义思潮之间的激烈论战。在这些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批判又吸收了其他思潮的成

果，从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风貌。  

以上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后三个方面分别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国外和

国内的思想资源。这些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又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国

内和国外的哲学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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