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理论研讨会在济南举行

 

  

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时代”理论研讨会，于200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

开，来自《哲学研究》编辑部以及山东省内的约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新课题”、“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新课题 

山东哲学界一直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认为，走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必须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实性与学术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对

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针对现实，二是要针对自身，既要同现实进行对话，更要进行自我反思。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隐结构揭示出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是当务之急。这种独特范式是开放的，要同中国哲

学、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成就自己。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大问题，一是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合法性的自我辩护。有的学者提出，经过了150多年的发展，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在新时代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理论创新，创新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不是

去急于构造各种各样的新体系。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是发掘和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唯物史观创

始人提出的，但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概括以纳入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当中，或被后人忽视了的那些基本原理。二是纠正在唯物史观

的发展过程中，被片面理解、曲解和误解了的基本原理，以及被强加进去的错误内容。三是总结当代实践的丰富经验，吸收现代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以崭新的内容发展唯物史观。四是批判当代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方面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在批判

中发展唯物史观。五是把历史辩证法进行到底。有的学者提出，哲学发展的本性是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批

判，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有的学者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使命是“顾后”，就是

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性的东西、价值性的东西、形而上学性的东西，在现时代要注意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性、形而上学性的东西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是从理论与实际关

系问题上的颠倒。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坚

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因此，绝不能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哲学观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现阶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去研究和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局限

于纯粹思想的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去建立绝对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提出，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并存、相互竞争中，必须有

一个科学的正确的竞争战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蕴涵着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竞争战略。有的学者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认

为在当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地位有点边缘化，这同哲学研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实际相脱

离有很大关系。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富有活力，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对我们的现实的批判态度，可以

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思想道德等领域拓展空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理论与实际统一，是在人民根本利益基

础上的动态统一。这里的理论是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这里的实际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其中，实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不仅要强调实践，还要明确为谁而实践，始终把人民根本利益作

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把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评价社会主义改革和实践的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观念之中；自从马克思主义传

入中国，特别是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相结

合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有的学者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中国化的反思和瞻望，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现代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中国化过程是一个从有“个性”到无“个性”的“集体主义”的

变奏，阶级斗争成为《共产党宣言》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唯物史观也被固定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聚焦点上。个体、个

性消失了，而“集体”成为了唯一的准则。造成《共产党宣言》的中国化有失偏颇的原因可能和不同的“时阈差”相关。现时代，

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自由时间增多，可以自由地选择、把握、决定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人的活动空间急剧扩大，

接触和交流愈益丰富和多样化，偶然性机遇大量增加，因此，从偶然建立必然，从机遇把握生活，从能动创造未来，便有了前所未

有的希望、可能。重新阅读《共产党宣言》，不再是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而是个体潜能的发掘、自由的培育；不再是阶级斗争当

头，而是和平建设在先；回到转换性创造的传统延伸，而不受人格神信仰支配。这样，以人为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才能实现个

体自由，推动时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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