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21世纪哲学、伦理学创新给予的启示——评析冯定学术理论贡献综述

 

  

2002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定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由数十位学者的文章汇集而成

的《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将会议发言和文章中对冯定学术理论贡献

的评析综述如下： 

1 治学和做人兼重的品格与执着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 

冯定治学与做人兼重，执着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其一，冯定1926年入党后不久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即因抵制王

明的宗派主义被打成反党分子，从此他把深沉地思考人生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其二，冯定坚持反“左”，对1958

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都采取抵制的态度，表现出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冯定无论处于顺势抑

或亲临逆境，都坚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绝不介入扼杀学术的“政治批判”，也绝不当“检讨英雄”。敢讲真

话、执着地追求真理，是他在理论上开拓创新的灵魂。 

2 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融为一体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冯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研究贯彻始终。首先，冯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平

凡的真理”具有深远的意义。冯定强调真理是跟平凡的事物和平凡的群众分不开的，这意味着对实践观冲破了仅限于阶级斗争的狭

隘理解，而以宽广的生活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或核心，无疑具有开拓创新的历史前瞻性。其次，《平凡的真理》的体系

对哲学创新给予的启示。它把广义的认识论作为哲学的内容，否认离开人的实践的“普遍规律”或抽象本体，明确地把实践作为马

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或核心。再次，冯定《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著作对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融为一体作了尝试，其关键在于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分割为两块的问题不解决，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便难以容纳更为宽广的哲学课题，并在应用与对话中发挥理论优势。 

3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指导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个人价值、自我价值 

冯定对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阐释是他学术理论贡献的重中之重，这涉及人生观、人生哲学及“现实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问题。评析冯定阐释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种看法认为要侧重掌握其论证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先进性、科学性的理论和方法，另一种

看法认为要侧重掌握其分析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4 “百家争鸣”中相互要有“实实在在的理解”与“兼容并包” 

冯定强调学术“争鸣”、学术批评中对被批评者“必须先有实实在在的理解，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才能抓着痒处”，这实际上为

“兼容并包”提供了论据，意味着“兼容并包”是营造“百家争鸣”学术环境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学术总是通过“兼容并包”基础

上的相互“实实在在的理解”与自由争辩来开辟走向真理的道路的。这种切合学术规律的对“百家争鸣”的阐释将给予我们有益的

启示。（常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