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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杨晓伟

  2008年6月28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

济南市召开。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就“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这个中心议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众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思考也逐步走向深化。

结合现实的发展进行哲学研究的创新是一大特征，也是哲学工作者必然的选择。张全新教授的塑造论

哲学基于实践的观点，考察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融汇中西文化源流，系统阐述了

自己的哲学见解，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精神，对中国哲学的开拓创新也具有启发意义。  

  张全新教授的塑造论哲学凸显了哲学的形而上学特质，与会学者对此作出了肯定。何中华教授认

为，从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一倾向的实质就是哲学视野和方法

的经验化，从问题的提问方式到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局限于经验式的研究，把哲学的论域变成了科学的

实证论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研究不摆脱这种经验视野，就不可能回到自身的本质，不可能恢复

自身的功能。张全新教授提出把人的“塑造之物”当作哲学“首当着手之处”的观点，并把形而上与

形而下区分为“存在形而上”、“心在形而上”、“身在形而下”、“物在形而下”，提出了基于

“塑造之物”而实现的“分阶映照方法”。这对于克服目前哲学研究中存在的庸俗化、经验化、非哲

学化的倾向，恢复哲学的本性和睿智，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对于塑造论哲学所展现出的创新精神，学者们表示了赞赏。刘鲁鹏教授认为，当前学术界有一种

不良习气，许多人固步自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张全新教授在创造塑造论哲学体系的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苏建国教授则认为，张全新教授从哲学的对象

难题、方法难题、体系难题出发，站在当代哲学的前沿，重新梳理了哲学的元问题。塑造论哲学赋予

了哲学以新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是“普遍的‘存在’和必然的‘成’”；中西哲学史的历程就是哲

学研究重心的不断转移，即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现代实践论——当代中西共同走向塑造

论；其对哲学方法的演示，也体现了哲学方法的转向。另有学者指出，张全新教授从东西方文化和古

代与现代文化的纵横坐标中给出并论证了塑造论哲学的体系，创立并阐发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

如“我塑之物”、“着手之物”、“文化人类”、“人类文化”、“自然的熵减”、“自然的熵增”

等，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家的勇气，其探索也很具有启发意义。  

  学者们认为，塑造论哲学的根本在于：在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人类塑

造人类文化的历史，这历史在塑造之物中实现，塑造之物标志着历史；人既在塑造之物上得到扩展，

又在塑造之物上受到限制；塑造之物既发展着人又制约着人。这种哲学体系和方法，指向了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基于此，塑造论作者必然会直面当代生态平衡、能源短缺、

资源匮乏、水危机、核威胁等全球性重大现实问题。张友谊教授指出，塑造论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

之反思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塑造论研究的重点就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协调、和谐是如何建立起

来的，从哲学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文化作为锲入点，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学会爱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塑造论哲学体系作出肯定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其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主要集中于两

点：第一，新术语引入较多，给人们的领会造成了困难。第二，作者提出了新的哲学观和哲学建构原

则，这些创新之处需要作出更详尽更成熟的阐释。  

【原载】 《东岳 论丛》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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