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侧记

 

  

由《哲学研究》编辑部、青年哲学论坛和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

于2004年5月27—29日在信阳师范学院召开，40余位中青年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也达成了一些

共识。 

1. 马哲研究现状之估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马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与会学者感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马哲研究的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学术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功底愈益扎实，学术个性日渐显露，学术成果大大丰富，研究

条件大为改善。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传统教科书体系依然难以回应现实生活的挑战，体系的形式化追求仍然为许多学者所热

衷，马哲的现实性诠释被庸俗化，马哲研究关注现实的传统遭到漠视，马哲被边缘化了；拒绝对马哲作系统扎实的研究，却要对马

哲高谈阔论，也是一种浮燥的倾向。 

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学者们谈论最多、也最为担忧的就是马哲现实性诠释的庸俗化和马哲与现实脱节这两种倾向。20世纪90年代

以来，马哲研究在其学术性和个性增强的同时，一方面，某些研究离现实愈来愈远，走向形式主义，沉迷于词藻的翻新并满足于文

献的整理和版本的考证，有些学者甚至以纯学术自我标榜；另一方面，某些现实问题研究趋炎附势，唯书唯上，失掉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马哲研究沦落为谋利的工具。 

2. 马哲研究创新之途径关于马哲如何创新，学者们认为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马哲界的创新除了出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推动之外，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有些学者竞相标榜创新的

一个原因。鉴此，马哲创新首先要“返本”，于是国内学界就有了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

等种种提法或研究方式。但必须保持清醒的是：回到马克思的意义在于从马克思“文本”和现实之本（历史）之间的应对关系中找

到有普遍价值的批判武器；“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否则，容易误入教条主义的歧途，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成“马

克思学”的“纯学术”研究；马哲研究必须以现实问题研究推动理论问题研究，“文本”研究之本在于现实生活的实践需要。 

马哲与西哲的关系。有学者提出，马哲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不是孤立的思想花朵，它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思潮的论战中开辟成长之路

的。长期以来一花独放的现象窒息了马哲的生命力，因此，马哲研究必须走出自话自说的状况，必须与其他学科和哲学流派进行对

话，而马哲首先要对话的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批评马哲研究的教条主义弊端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西

方哲学也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甚至唯现代西方哲学的马首是瞻，对现代西方哲学卑躬屈膝、盲目崇拜，把自己置于听众的位置，

“不敢”与其对话。马哲研究应及早走出“自负”和“自卑”的情结，在与其他流派的批判性对话中寻找理论资源。 

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也是当前马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把学术性

与现实性对立起来，已然成为哲学界的一种倾向。一方面，当前的马哲研究在不断增强学术性的同时，其与现实的关系却疏离了；

另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研究仅仅停留在领导人讲话和文件剪裁的水平上，阿谀媚俗之词对马哲研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学者们普

遍认为，马哲研究如果不指向现实，那么，不论它的“学术性”有多强，形式上有多规范，都不过是学者的自言自语，都不过是自

设矛盾自解扣的把戏，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都只能使马哲更加边缘化，最后葬送马哲。这样的研究与马哲“改变世界”的

价值取向也南辕北辙。所以，学者们提出，马哲研究应当有问题意识，马哲工作者应当有责任意识，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劳动阶级

的立场上，坚持科学性和党性高度一致的原则。应当走出自我的小圈子、学院和学派的小圈子、哲学的小圈子，走向社会，走向生

活。同时，学者们还指出，马哲应当以哲学的方式来关注现实，而所谓哲学的方式实际就蕴含了学术性的诉求。 

3. 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

是在融会或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进行综合创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

的、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这方面，与会的学者突出强调了三点： 

第一，不能用实证主义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不能用知识论或方法论上体系化的努力冲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

范导。对中国特色的马哲研究而言，实践性或价值导向性应有一种包括自我批判在内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正视当代中国的现实矛盾

包括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积极主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造。 

第二， 中国特色的马哲必须反映中国现实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因而要把中国的当代问题置

于世界总问题的大坐标中来分析，但是，中国的马哲创新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决

不能丢掉马哲的党性原则。所以，不要奢谈建构什么普世性的全民哲学，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解决问题。 

第三， 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但这不等于说要把马哲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通约”。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抽象地谈论

马哲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对话，是马哲中国特色化上的一个陷阱。马哲的中国特色不在于传统的词藻，更不在于用马哲的术语包

装已被历史淘汰的儒学。只有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好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传统哲学资源的借鉴才有可能。

在这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堪为表率，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哲研究能够从中找到其立场、方法和表现形式

等方面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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