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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当前理论研究热点的冷思考 

郭建宁  2011-3-18 

 
  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扎实研究、深入解答。目前，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
有四个：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辨析，三是国学
热、孔子热，四是文化软实力。 

  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总体趋势是： 

  第一，深入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7年以来，理论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点、内
容、结构、特征以及发展过程和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和重要进展。但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专门研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里仅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为例，现在一般说这个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主线是改革开放，主题是发展，关键
是党。这都没有问题，但核心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不是以人为
本？理论界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是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第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大成果、两个理论体
系，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理念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实事求是、以
人为本”。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是“以人为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研究的亮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结合新形势、新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创
新，理论工作者付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书籍就是代表性成果之一。但是，毋庸讳
言，目前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逻辑和规律，防止庸俗化；二是要紧密结合时代特
征和社会现实，防止经院化；三是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含量，防止低水平化。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相结合是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创意的提法。“精神家园”的提法不仅突出了文化身份的认
同，而且强调重新凝聚、整合和塑造。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就一定要中国化，就一定要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
风和中国气派，就一定要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就一定要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结合起来。 

  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要有整体的理念、视野和构架；其次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
主题，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服务于中国化的；再次要既有侧重又相互促进。 

  慎用“中国模式”提法 

  随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成功举办，原
本就引人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更加令人瞩目，不仅成为中国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焦点，也是
世界热议的一个话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文章很多。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慎用“中
国模式”表述。因为“模式”往往是固定的，而“道路”则表示在探索中，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挑战和风险。要有
忧患意识，我们决不能陶醉于“中国模式”沾沾自喜，而要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推出
新的举措，以取得新的进展，开创新的局面。 



  对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学者多有不同看法，比如有的归纳为“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官
民一体”、“举国体制”等。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深入思考我国的发展模式“是现代化模式还是经济增长模式”、“是改
革开放30年的模式还是长期发展的模式”、“是仅适合中国的模式还是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世界各国的模式”。
我认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最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 

  此外，“中国模式”的讨论还与凝聚“再改革”共识相关。我认为，“再改革”的理念、思路和着力点，要更加强调
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利益协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理性看待国学热、孔子热 

  《光明日报》曾发表几位著名高校校长的访谈，提出要为国学上“户口”，即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位名录上有“户
口”，成为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那样的“一级学科”。 

  2010年，国学热、孔子热势头不减，俨然成为令人关注的人文景观。年初，电影《孔子》在全国上映。另据报道，电
影《孔子前传》和电视剧《孔子》也在筹拍中；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动画片《孔子》和《孔子是怎样炼成的》。2011年1
月，天安门广场东侧竖起了孔子像，引发不同议论。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孔子热？我认为，要把握好几点： 

  第一，充分肯定儒学、国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在遏制工具理性压倒一
切，唯科学主义泛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方面，将起到其他学说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儒学、国学、孔子的大众化有许多启示值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可以说，儒学、国学、孔子已经大体实现
了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化，从少儿读经到董事长班，从孔子学校到电影《孔子》，从于丹说《论语》到王蒙讲《老
子》，从傅佩荣讲国学到杜维明、范曾“天与人”对话。一句话，五四运动以来，孔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红火过。因此在某
种意义上，它值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汲取有益经验。 

  第三，冷静对待国学热。当前突出文化传承是十分必要的，但要注意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国学热变了味，变得太功
利。所谓“国学也是生产力”，说到底就是把国学变成摇钱树，这自然引起诸多质疑、不满：这种国学热究竟是“普及还
是圈钱，是做学问还是作秀”？ 

  第四，对儒学、国学要有科学态度。儒学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过去试图在多元文化中消灭儒学
这一元是不足取的，今天如果试图以儒学这一元取代他元也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
儒学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既不要自卑，也不能自大，而要自信、自觉。 

  提升文化软实力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21世纪以来，人们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比如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
身份证和识别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是上游，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等等。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约瑟夫・奈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经济发达、
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
长，也是文化繁荣。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般来说，文化软实力的提
高有三个标志：一是一流的文化设施；二是一流的文化作品，这里的作品不仅包括普通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作品，还包括
诸如法兰克福书展、维也纳音乐会等名牌文化活动；三是一流的文化人物或学者。 

  当前，提高文化软实力要着力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
力的提升。二是文化软实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或者说新文化）的关系。只讲传统文化是片面的，不足以彰显我
国文化的整体，不足以全面展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三是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四是文化软实力与文化
建设的关系。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同质化、功利化、低俗化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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