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人” [３]ꎮ
人们在进行某项实践时随着实践的推进便会产

生对这种实践的依赖ꎬ而不顾及时空的转变ꎬ因为人

们所面对的心理上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恐惧远大于

实践方式转换带来的风险ꎮ 作为行为主体对自身理

论的过度自信以及由相关利益者构成的利益集团中

对某种成功行为的效仿也属于一种实践惰性ꎬ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ꎬ苏东巨变即属于这种实践惰性之一ꎮ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可是在列

宁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有所发展ꎬ但一种具

有偏执性的社会主义也悄然兴起ꎬ具体表现在对斯

大林的个人崇拜、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老子党的方

式干预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ꎮ 除南斯拉夫外ꎬ
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迫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社会主

义建设成功经验的影响ꎬ纷纷效仿苏联模式的社会

主义ꎮ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ꎬ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ꎬ缺乏创造性ꎬ缺乏独立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能力ꎮ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ꎮ” [４] 毛泽

东的顾忌在 １９８９ 年得到了应验ꎬ由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外部干预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渗透终于酿成苏

东剧变的悲剧ꎮ 为此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坚持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于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至关重

要ꎮ 第一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能够使社会主

义建设中抓住主要矛盾ꎬ因为基本原则本身就是要

解决或已经解决的问题ꎻ第二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ꎬ虽然概念具有自身

的静态性ꎬ但不能掩饰其发展的动态性ꎬ这就能避免

实践中思维定式的产生ꎮ

二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能够使科学社会

主义具有整体性

每一个理论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ꎬ而是由相

关要素、范畴共同组成的统一整体ꎬ也就是拉卡托斯

所说的“硬核”和“保护带”ꎬ其中“作为硬核是不可

以反驳的ꎬ在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保护带中引起变

化” [５]ꎮ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来说ꎬ其硬核

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旨ꎬ尤指马恩列社会主

义建设思想ꎬ保护带则包括基本原则、方法论和价值

追求等要素ꎮ 科学社会主义硬核的一些理论观点已

经通过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ꎬ并长期处于不变的状

态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ꎬ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ꎮ” [６] 如果没有辅

助假说(保护带)就不能使这些理论发挥应有的功

能ꎬ而使理论愈趋僵化ꎮ 其原因在于理论的保护带

对于理论硬核来说有着辅助作用ꎬ能够对理论硬核

进行前摄性释义ꎬ更为重要之处在于它同实践直接

相关ꎬ同不断发展的实践相适应ꎬ以一种动态的方式

而存在着ꎬ这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去理解理论的硬核ꎮ
为此ꎬ加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能够促使

我们在动态中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ꎮ
理论的保护带对于硬核的作用还在于在能够保

留硬核原初理论性质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ꎬ以使之与

理论使用者所处的时空相一致ꎬ符合实际需求并起到

保护硬核的作用ꎮ 也就是说当有外来的因素侵扰时ꎬ
保护带能迅速予以回应并给出相关的证明ꎬ以保护硬

核的真理性ꎮ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便扮演了保

护带这一角色ꎬ它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与外界环境的

互动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抵御来自新自由主义、历史虚

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侵袭ꎬ而在回应过程中不仅能诠

释出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ꎬ更能通过本身的

理论自恰反证资本主义思潮的虚伪性ꎬ科学社会主义

的理论硬核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其价值ꎮ
科学社会主义的保护带有很多ꎬ其中经验、价值

和基本原则的实际效果较为明显ꎬ但在这三者之中以

基本原则的作用最为突出ꎮ 经验和价值取向分别以

过去和未来的形式存在着ꎬ而基本原则本身就包含了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状态ꎬ中介着经验和价值诉求ꎬ
使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ꎬ避免顾此失彼ꎮ 有论者也许

会指出ꎬ基本原则和原则之间是同意语ꎬ基本原则是

原则的概念置换ꎮ 其实不然ꎬ作为基本原则与原则之

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一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同原则之间的范围不同ꎬ前者具体后者泛化ꎬ基本原

则是对原则的抽象ꎬ使问题更加具体ꎻ其二ꎬ基本原则

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上的底线ꎬ而原则更加突出程式

化ꎮ 综合来看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ꎬ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

是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整性的必要条件ꎮ

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拓展科学

社会主义研究的深度

一种理论的成熟与否与该理论的研究状况密切

相关ꎬ理论研究成果越丰富ꎬ该理论的认识程度也就

越深ꎮ 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学科始于 １９９７ 年ꎬ发展至

今已近 ２０ 年的历程ꎬ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在于

意义、经验和启示等方面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研究相对较少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有关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的研究才渐入佳境ꎮ 当前我国学者对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可分为理论和理论↔实践

两个层面ꎮ
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多以一种宏观叙事的方式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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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ꎬ同时又在宽泛的范围

内描述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ꎬ这就使科学

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有了本质上的区别ꎬ确定

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科学性ꎮ 为此蒲国良教授指

出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

义的进化和发展ꎬ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是人的解

放、要有成熟的党领导等[７]ꎮ 李君如也强调科学社

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为引导ꎬ而
不是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来引导ꎮ

在理论↔实践层面的研究则体现出操作性ꎬ即
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应该怎样使用ꎻ同时突出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

合ꎬ重点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ꎮ 如

赵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ꎮ 董清民和董晶晶认

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生产资料社会占有、
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等[８]ꎮ 周建

超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的继承和发展ꎬ其中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创新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得以前行的保障[９]ꎮ
综上ꎬ目前我国学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ꎬ但同马克思主义学科

的其他专业相比却处于劣势ꎬ不论是探研视角还是

研究范畴都有待拓宽ꎬ这样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的研究得以深入ꎮ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促进科学社会主义

认知ꎮ
第一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深

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认知ꎮ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

高度的抽象性ꎬ在一般情况下ꎬ人们对于科学社会主

义内涵的认知并不能从概念的直观上来理解ꎬ而是

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外在层面ꎬ如原则、经验和意义

等间接地产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ꎮ 因此ꎬ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这一认知的深化ꎮ
第二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提

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关注度ꎬ更加侧重于科

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ꎮ 现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中所参照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宣言»、«哥达

纲领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等著

作ꎮ 为此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为契机

拓宽研究中文本的范围ꎬ不仅能提升对问题的把握

能力ꎬ而且能拓深对问题探研的深度ꎮ
第三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丰富科学

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ꎮ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学的

二级学科ꎬ其研究视角(仅指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本

身)多以政治学为主ꎮ 众所周知ꎬ马克思的著作中

不仅有军事、哲学、政治等理论ꎬ而且还涉及数学、经
济文化等相关学科ꎮ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若是仅局限于政治学视角的阐述势

必会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整体把握ꎮ 因此ꎬ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多维视角对科学社会主义

进行审视ꎮ 正如列宁曾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具体

的、历史的、有条件的ꎬ在任何时候都要同其他理论

相结合ꎮ”我国学者丁翔和盛昭翰认为ꎬ“应当建立

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基地ꎬ运
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ꎬ这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 [１０]ꎮ

就目前来看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视

角呈多样化趋势ꎬ如王庆五和布成良所著的«实现

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中对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ꎬ他们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指导共产

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行动指南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

涵ꎮ” [１１]张宇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一文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

义继承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在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 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论等[１２]ꎮ 张春和在其撰写

的«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创新»
中则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

社会矛盾理论ꎬ 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体系ꎬ 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得到细化、落实和升华[１３]ꎮ 除此之外ꎬ其他学

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ꎮ
概言之ꎬ近年来ꎬ我国学者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的研究中视角的多样性不仅深化了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深度ꎬ而且提升了人们对科学

社会主义的认知ꎬ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ꎮ

四　 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

效度

根据 ０５ 课改方案的要求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程编排上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融为一体ꎬ而授课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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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课程的最后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课时安排明显

高于科学社会主义ꎬ这就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科

学社会主义部分仅作宏观上的介绍ꎬ易导致一些重要

问题的遗漏ꎮ 如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ꎬ在政治经济

学部分已有涉及ꎬ而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从政治制度

的视角进行说明时就有所缩减ꎬ很难形成完整的认

识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部分内容是理论上的实践ꎬ也就是在内容上已将哲

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内化其中ꎬ通过科学社会

主义的发展历程而间接地体现出来ꎮ 因此ꎬ如何提高

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效度成为每位老师的必修课之

一ꎬ也成为展现教师实践智慧的舞台ꎮ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命题ꎬ而将实践

智慧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美国教育家约瑟夫
施瓦布提出的ꎮ 我国学者杨启亮在 ２００２ 年撰写的

论文«规约与释放:教学实践智慧选择»中首次对实

践智慧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原载于«教育理论与实

践»)ꎮ 作为思政课的实践智慧是指:“教师基于长

期的理论积淀及教学反思ꎬ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创造

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和教学艺术ꎬ体现在思想政

治课教师在教学中的知性、情感和行为等方面所发

出来的一种综合智能ꎮ” [１４] 通俗来说就是教师对自

身教育理念的创新和教学方法的改进ꎬ为此将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入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就为这种

实践智慧的形成提供了可能ꎮ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常态化教学中多以 ＰＰＴ 展

示、重要知识点的圈画为主要形式ꎬ而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的引入则会使原有的教学更加丰富多彩ꎮ
在大学常态课教学中ꎬ对于专业教师来说ꎬ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对理论的升华ꎬ而对学生来

说ꎬ尤其是非马列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一个问题ꎬ而
这些问题或隐或现地与前面的知识点有着直接或间

接的联系ꎬ这就会激起同学们对学过知识的回忆和

兴趣ꎮ 另外ꎬ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的第 ６ 章和第 ７ 章ꎬ共
计六小节内容ꎬ５２ 页ꎮ 如何在短的时间内使同学们

了解这些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此提供了

条件ꎬ它以精炼的语言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

了提炼ꎬ教师将这些精炼的语言进行阐述并辅以课

本中的内容便可使教学更加顺利完成ꎮ

五　 提升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

如何使人民群众掌握理论是理论发展所关注的

要点之一ꎬ科学社会主义也不例外ꎮ 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顶层设计ꎬ同时

也应是人民群众的理论武器ꎬ正如马克思所说:“批
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ꎬ物质力量只能

用物质力量来摧毁ꎬ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ꎬ也会变

成物质力量ꎮ 理论只要说服人ꎬ就能掌握群众ꎻ而理

论只要彻底ꎬ就能说服人ꎬ所谓彻底ꎬ就是抓住事物

的根本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ꎮ” [１５]有了这一武器

人民群众才能客观地理解社会主义、才能形成合力ꎮ
因此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提炼能够将深邃的

理论知识和百余年的实践历程浓缩为简要的名词、
句子ꎬ方便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ꎮ

同时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体现出作为科

学理论的一种简单性原则ꎮ 作为理论的简单性就是

将少数人理解和通晓的知识转换成多数人普遍掌握

的知识ꎬ进而使理论接受者能够按照理论传播者传

达的信息进行活动ꎬ使理论由繁入简ꎮ 例如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内容“最鲜明的一个语言特色是口语

化、接地气ꎮ 他经常用一些很直朴、很简单的语言ꎬ
特别是一些普通干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ꎬ有浓郁生

活气息的话来表达思想” [１６]ꎮ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根据不同研究者

的侧重不同也有所不同ꎬ这会不会干扰大众群体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呢? 不会! 研究视角、方式的

不同并不意味着效果的不同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

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ꎬ这就使得各项研

究一脉相承ꎻ现实中人民群众之间存在较大的主体

间性ꎬ如人们的背景、知识储备和阅历的不同等这就

导致在传播中即使有同样的口径ꎬ在信息反馈时也

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ꎮ 如果针对不同的信息接受

者ꎬ将信息用不同方式进行传播时就可以减少误差ꎬ
提升理论的受众范围ꎬ使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

中接受符合自身需要的理论诉求ꎮ
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提炼可以达到

大众化的效果ꎬ即是说ꎬ使人们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的理解中形成对科学社会主义宏观上的认

知ꎬ融通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ꎮ 具体来说ꎬ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凝练能够使人们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ꎬ减少

面对理论时“思维的不在场”ꎻ第二ꎬ作为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为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ꎬ如何进行

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进行了规约ꎬ避免实践中出现左

或右的错误ꎻ第三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凝练也

展现出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深入ꎬ同时也使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更加深入ꎮ 但是ꎬ还有一点需要

注意的是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是一

项动态的过程ꎬ不能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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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随着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而不断前行ꎬ这样才能

使理论发展不断地与时俱进ꎬ消解思维定式的影响ꎮ
综合而论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

一种立场、观点和态度ꎬ或是一种对于理论把握中的

“思维底线”ꎬ进而使理论者在研究中形成正确的方

向ꎬ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避免负面因素的侵扰ꎮ 从

目前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来看ꎬ对于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的探究远滞后于科学社会主义本身ꎬ
这也就成为不能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

之一ꎮ 另外ꎬ作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加体现

在理论自身的整体性ꎬ也就是说理论越是完整ꎬ其对

实践的反作用也就越强ꎬ反之则亦然ꎮ 作为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不论是在丰富科学社会

主义的理论体系ꎬ还是对增进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

的认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为此ꎬ我们应继续

深入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探研ꎬ这样才能使

这一研究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理论的时代ꎬ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思想的时代ꎮ 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ꎮ” [１７] 质言

之ꎬ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项未竟的事业ꎬ它会随着社会

主义建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ꎮ 也正因如此ꎬ我们应

打破学科的戒备ꎬ从不同维度对该问题进行审视ꎬ形
成对理论更加深入的理解ꎮ 正所谓理论越辨越明ꎬ
理论唯有在百家争鸣中才能彰显其魅力ꎮ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 .北京: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２２.
[２]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ꎬ ｔｒａｎ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ａｎ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ＳｍｉｔｈꎬＮＬＢꎬ１９７６:４２２.
[３] 　 [法]萨 特.辩证理性批判(上)[Ｍ] .合肥:安徽人民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３５６.

[４]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３０４￣３０５.

[５] 　 [英]伊拉卡拖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Ｍ]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６:６７.

[６] 　 马克思ꎬ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Ｍ] .北
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４７３.

[７] 　 蒲国良.如何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Ｊ] .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ꎬ２００８(８):５７￣６３.
[８] 　 董清民ꎬ董晶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探析[ Ｊ] .中共

郑州市委党校学报ꎬ２００８(４):２６￣２８.
[９] 　 周建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的坚持和发展 [ Ｊ] . 思 想 理论 教 育 导刊ꎬ ２００８
(１０):３８￣４３.

[１０] 　 丁 翔ꎬ盛昭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探析[ Ｊ] .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ꎬ ２０１３ (６):１０３￣１０９.

[１１] 　 王庆五ꎬ布成良.实现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Ｊ] .唯实ꎬ２０１４(１):３３￣３６.
[１２] 　 张 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

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Ｊ]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０８(６):７３￣７７.
[１３] 　 张春和.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创新

[Ｊ] .西 南 交 通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学 版ꎬ ２０１０ ( ４):
１１０￣１１４.

[１４] 　 王晶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智慧刍议[ Ｊ] .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导刊ꎬ２０１２(１１):７８￣８１.

[１５] 　 马克思ꎬ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 .北
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９.

[１６] 　 景 玥.当代新闻工作者需要哪些素质ꎬ看习近平怎么

说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８) [ ２０１７￣０２￣１８] 人 民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ｘｕｅｘｉ / ｎ / ２０１５/ ０１０８/ ｃ３８５４７４￣
２６３４７６００.ｈｔｍｌ.

[１７]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者谈会上的讲话[ＥＢ/
ＯＬ].(２０１６￣０５￣１９)[２０１７￣０３￣１５].求是要闻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５/ １９/ ｃ＿１１１８８９１５５６.ｈｔ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Ｎ Ｌｅｉ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３５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ｅ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ｉｎｅｇｒｅｔｙꎬ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ｌ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ｉｔ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ꎻ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ꎻ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９４第 ６ 期　 　 　 　 　 　 　 　 　 　 韩　 雷: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研究的现实意义



第 １８ 卷第 ６ 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里坦完整人道主义研究”资助(编号:１４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０)
[作者简介] 　 徐瑾(１９７６－)ꎬ男ꎬ湖北蕲春人ꎬ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ꎬ博士ꎮ

论“善”:西田几多郎与摩尔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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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ꎮ 西田几多郎关于“善”的研究颇具新意ꎬ从与摩尔的比较来看:善可否定义? 西

田认为善是纯粹经验状态下意志的发展完成ꎬ也是知情意合一、主客相融下的人格实现ꎻ摩尔认为善不可定义ꎬ否则就是犯了

“自然主义谬误”ꎮ 善何以认知? 西田认为通过“知的直观”可以认识善ꎬ这一点和摩尔非常相似ꎬ因为摩尔主张通过直觉来认

识善ꎻ不过在西田将直观贯彻到底的同时ꎬ摩尔却将善事物的认知付诸了经验ꎮ 善如何实践? 西田通过人格的内在统一将个

体善与社会善结合起来ꎬ以达到“完整善行”ꎻ摩尔则通过对快乐主义的改造ꎬ通过强调行为产生的效果来处理现实伦理问题ꎮ
两者的不同集中体现为ꎬ西田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学ꎬ而摩尔则是一种带有经验论色彩的直觉论伦理

学ꎮ 两者的比较对“善”的理解有重要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西田几多郎ꎻ　 摩尔ꎻ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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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ꎬ所有伦理学说的展

开都围绕着“什么是善” “如何认知善” “如何实践

善”展开ꎮ 因此ꎬ对于“善”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ꎮ
西田几多郎(１８７０－１９４５)ꎬ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有

代表性的哲学家ꎮ 西田在«善的研究»一书中对作

为伦理学核心理念的“善”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诠解ꎬ
影响巨大ꎮ 与西田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西方元伦理学

奠基人摩尔(１８７３－１９５８)ꎬ其伦理思想和西田有诸

多相似之处ꎮ 本文从两者关于“善”的论述入手ꎬ对
善可否定义、善何以认知、善如何实践等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ꎬ以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并获得有益借鉴ꎮ

一　 善可否定义?

之所以探究“善可否定义”这个问题的原因在

于摩尔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ꎬ即“善不可定义”ꎮ
摩尔认为伦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什么

是善ꎬ他认为:“怎样给‘善的’下定义这个问题ꎬ是
全部伦理学中最根本的问题ꎮ” [１]１０不过ꎬ尽管摩尔

认为怎样给善下定义是根本性问题ꎬ但是他却认为

善作为一种“单纯的思想对象”是“不可定义”的ꎮ
一切所能定义的概念都是复合概念ꎬ因为复合概念

可以被单纯概念所说明和界定ꎮ 但是对于那些不包

含任何组成部分的单纯概念是无法定义的ꎬ正如

“黄”不能付诸概念性定义一样ꎬ“善”也是如此ꎬ所

以摩尔说:“‘善’是没有定义的ꎬ因为它是单纯的ꎬ
并没有若干部分ꎮ” [１]１４既然善不可定义ꎬ那么如何

看待历史上诸多伦理学流派对善的界定? 摩尔认为

这些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伦理学的目的在于

发现什么是属于一切善的事物的其他各个性质ꎬ这
是事实ꎮ 然而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们认为:当他们说

出这些别的性质时ꎬ他们实际就是在给‘善’定义ꎬ
并且认为这些性质事实上并不真正是‘别的’ꎬ而是

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ꎮ” [１]１５摩尔肯定了伦理

学家对善的性质的探讨ꎬ比如通常认为善与快乐密

切相关ꎻ但是如果仅仅用具体的“善事物”(如快乐)
来指代“善”本身ꎬ那么这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ꎮ 换

言之ꎬ善本身是一种自在的目的(目的善)ꎬ善事物

只是达到善的一种手段或途径(手段善)ꎮ 即使采

用认可度较高的善事物来界定善本身ꎬ如伦理学家

们经常给出的理由是“你应该做这个ꎬ因为大多数

人们用某一个词表示这样的行为” [１]１６ꎬ这也是不科

学的ꎮ 对此ꎬ沃诺克专门指出:“最主要的是ꎬ假定

给‘善’下定义是错误的ꎻ其次才是ꎬ用一个自然对

象给一个非自然对象下定义是错误的ꎮ” [２]

既然“善不可定义”且“自然主义谬误”普遍ꎬ那
么西田关于善的定义也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吗?

与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有所不同ꎬ西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