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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解读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  

  对一种理论的解读总是与现实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解

读也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革命目标紧密相联的。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

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把唯物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对现实秩序的合理性的变

革，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思想主要理解为矛盾的斗争性；理论来源上主要是斯大林

《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随着实

践和时代的发展，这种传统解读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忽视了实践

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的基础性意义，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和价值观

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忽视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新成果、新问题

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新挑战，以致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缺乏全面、

整体和深刻的把握。  

  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一个前提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体现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我认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在解读方

法上要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总体性特征”，立足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

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从三个方面去阐述

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是关于历史生成和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的科学，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特殊科学。马克思由最初为寻求对“物质利

益的苦恼”的解答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间对他们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与批判（主

要表现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发现了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的密

切联系，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创立了实践史观———唯物史观———这样

一种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发展机制（主要表

现为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与分析）进行深入系统的艰苦研究，最后得出科学社会主义

的结论，展示出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可见，马克思思想是哲学批判（传

统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统一，并在对资本的批判分析中，达到了理

论上的融合。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构成了有机的思想整



体。因此，仅从哲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无法真正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位

子”，也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面貌和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体现在哪里  

  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高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独创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要

有：  

  （1）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

律，是一种关于历史生成机制的科学、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科学，对分析和把握当代社

会的发展规律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  

  （2）马克思对商品社会“资本统治人的逻辑”、商品拜物教现象的揭示和批判，

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因而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刻思想，对

于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

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3）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现实个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注无产阶级的

解放，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社会的和谐发展视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这一思

想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社会主义的目标，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原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人类社会的运行发展的

解释至今是有效的。  

  （5）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上5个方面，无论其思想的科学性，还是其价值立场，在我看来，无论对当今世

界的发展，还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都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具有超越时空

的价值。  

  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发展  

  从理论特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性和理想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理论性

和实践性有机结合，有着严密逻辑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使我们洞察到人

类自身存在的秘密；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从自然的统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统治中解放出

来，以及个人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展现了人类生活的光明前

景。批判精神和理想精神一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涵，对此我们应予张扬而不是缺

失。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50多年前的社会，至今对世界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其深刻的原

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把价值批判、价值立场建立在对历史和社会发展内在机制和规律的科

学判断的基础上，真正达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的、内在的统一。阐明马克思主义

的当代价值，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



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阶段，科学技术与马克思

时代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的

具体实践形态也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尽一致。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从不同角度和

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丰富和补充。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历史的辩证

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要探讨“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中国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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