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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规划为一级学科。其依据不是外在工具手段 的价值，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自身 

的内在价值特质。这种价值特质的社会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 了人类社会进步最基本的价值立场；马克 

思主叉的基本原理构建 了当代社会基本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主叉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般价值 

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体定位，必须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学术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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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国，马 克思 主义 理论 作 为学科 的定 位 ， 

在学科学术化的旗帜下一直被边缘化。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被规 划为一级学 科 以后 ，还有一 种 

观点仍然 坚持认 为，这 只是 出于政 治上 的需 要 。 

换言之 ，马克 主义理论作 为一级 学科 ，只是一 种 

工具理性，不具有 学科建设 定位 的价值理 性。那 

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价值定位究竟决定于 

什么?这是一个亟待要厘清的论题。 

一

、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价值因素 

学科 (discipline)应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 门科 

学的分支，即学术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1]。马 

克思主义理论 是人文社会科学 门类 的一个学 术分 

支。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都是由价值来主导的，不 

管其是否坦诚表明，或者秘而不宣，都离不开 自 

己的价值 目的，有 的甚 至是专 门为一定 的价值 目 

的而设的。 

人文社会科学 的价值 目的是人文社会科 学学 

科 定位的先导性 因素。问题是 ，马克思 主义学科 

的价值目的究竟是何以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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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一个分支，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价值 既有人文社会科 学的相 同的价值 

目的，更有 自己的价值特质。人们往往只注意其 

价值目的，而忽视其内在的价值特质。其实，价 

值 目的只是一种 外在 的工具 手段价 值，其是 否可 

能是由其独立于结果的内在价值决定 的。在这里 ， 

我们不妨借用韦伯在 《经济与社会》中的社会学 

的价值分析范式 来解读 这一概 念。韦伯认 为，资 

本主义何 以可能 在欧洲 发展起来?就在于有一 种 

为西方世界 所有而在其 他世界 、地域所无 的近代 

理性的资本 主义发展 的推动力。资本主义社 会发 

展过程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欧 

洲的理性化 (合理 性 )的过程 。这 种合理性 主要 

可以分为价值合理性 和 目的合理性两种价值 因素。 

价值合理性主要是新教伦理所包含推动资本主义 

发展的内在的精神价值 。这是推 动资本 主义发展 

的 “心原力”。而 目的合理性则是理性 主义传统在 

形式上的展 开，它是 近 代资 本 主义 的形 式要 件 。 

比如合理化的法律和科层化官僚体制等。韦伯虽 

然区分在理性主义传统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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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述 了二 者 的 密切 联 系，但 是 他 并 不 为 作 为 

“心原力”的内在价值合理性使作为 “形式要件” 

的外在价值成为可能。他甚至认为，目的手段合 

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二者互不相容。他说：“从 目的 

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 

的，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 

绝对价值，它就越是非理性的。”l_2 由于近代资本主 

义技术理性的膨胀，工具理性反过来成为统治人 

类社会的怪 物 ，所 以，与 其说 韦伯论述 的是工 具 

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冲突，还不如说他论述了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资本主义技术统治至上条 

件下的人与物 的手段之 间 的相互 异 化。但是 ，马 

克斯 ·韦伯价值理性的论述，其价值意义其实不 

在这里，希尔贝克说：韦伯对行动理想类型的论 

述 ，其意义在于 “使得 更准 确界定 了欧洲 文化发 

展过程中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的涵义成为可能” 。 

这就是说，西方现代化的目的价值之所以成为可 

能是由欧洲文化与其他地域不同的内在价值决定 

的。这一点是合理的，即西方现代化的外在的目 

的手段价值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其西方文化 

的内在价值特质决定的。显然，文化不能是现代 

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它说明了传统文化内在价值 

与现代化的目的手段的外在价值的相互关系。基 

督教新教伦理之所以能转换为资本主义精神，是 

因为经过马丁 ·路德 、加尔 文的宗 教改革 ，使新 

教的天职观具有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价值 目的等 

内在价值特质_J J。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公元 325年 

左右 ，基督教 由民间宗教之 所 以上 升罗马帝 国的 

意识形态 的国教 ，不是 罗马帝 国的工具需要决定 

的，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民间基督教本身的价值特 

质决定的。因为起源于早期民间基督教的 “爱” 

的宽容与 和谐 向善 ，可以化解外族 日耳曼征 服者 

与被征服者罗马本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使其融合 

的价值特质 ，从 而使 其成 为一种意识 形态 。在 中 

国古代，诸子纷呈，为什么会废黜百家，独尊儒 

术?是因为儒学本身具有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 

伸天”的内在价值 (董仲舒 《春秋繁露 ·玉环》)。 

尽管儒学 “屈君”价值 目的最后成为泡影，但是 

“屈民”却成为了世世代代封建帝王的价值主旨。 

马克思 主义理论本质上与基督教 、儒学完全不同， 

但以上历史事实说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之所以 

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都不是因为外在的工具价值 

需要决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本质上决定于这种知识体系是否具有那个时代、 

社会发展的内在价值特质。 

知识、教育的目的手段价值更是如此，外在 

的目的价值是由内在价值决定的。托马斯 ·马格 

奈尔认为，教育都蕴涵了价值因素，它包括工具 

价值和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就是指教育本身的价 

值，而工具价值 “是一种达成某种 目的的手段价 

值”[5]。比如 “学习”可以区分 为，为了达到一定 

目标获得某种成就的学习和作为内在价值的独立 

学习 ，如思考 能力、创造 能力 的素质 培养 的内在 

价值的学习。在他看来，二者相比，内在价值才 

是最根本的。如果内在价值丧失了，那就失去了 

学习的最高价值。托马斯 ·马格奈尔的看法具有 
一 定的合理性。价值虽然是关系范畴，但价值本 

身说明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客观属性。这种 

客观属性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内在价值。而 

外在的工具价值 ，只是这种内在价值的形式要件。 

内在价值才是最根本的，它是使工具价值成为可 

能的因素。 

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 的定位不 是 由外在 的意 

识形态的工具价值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科定位本质上决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身的内在 

价值特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价值可以区分为 

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马克思主 

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知识体系不同的能够 

满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需要的内在价值特质。 

外在价值，也可以称之为目的——手段工具价值， 

它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能够满足时代和 

社会发展 的一定需要 的效用 ，即马克 思主义 同其 

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如哲学、伦理学、宗教神 

学 、政治学 、法学等 ，可 以成为一个 阶级 的意 识 

形态。但马克思 主义学科的价值 目的是否可能， 

首先是决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当代社会所需 

要的内在价值特质，而决非像有一种观点所说的 

那样 ，是 因为政治的工具需要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特质 的社会意义 

价值观虽然是一种精神现象，但不是凭空想 

象的产物，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 

“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本质力 

量的效应” J。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 目的或 

工具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满足当 

代社会 目的需要的客观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科 

学定位之所 以可能 ，是 因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具有 

能够满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内在的价值特质。 

l_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点代表 了人类社会进 

步最基本的价值立场。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主 

张由三个层次构成：事实、命题、价值判断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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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他说 ：“当人文科学发展起来时 ，除了它 的知 

识以外，它还会包括一种与价值、理想、规则和 

塑造未来的目标相联系的价值判断和命令系统的 

意义。-[73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就是以文化事件为对 

象的科学 。文化 事件的规定包含 着两种基 本的要 

素 ，这就是价值 和意 义。虽然如此 ，但他 否定价 

值观念的客观性，认为价值观念是 “主观的-[83。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 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 ，它包含 的 

基本要素，就是使其内在价值成为可能的基本的 

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价值基本立足点不是市民 

社会，而是人类 社会 和社 会化 的人类 。马克思 主 

义公开表 明 自己的理论 就是为全世 界无产 阶级 的 

自由和解放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 

有有史以来任何人文社会学科不同的价值特质。 

在人类社会发展 中，中国传统 的道德律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当代世界普遍认为为道德 

的金律。这里揭示人类社会一般的共同价值立场 

和伦理共识，那就是任何强者把 自己不欲求的强 

加于人，都是不道德的。它表达了弱者的道德诉 

求和社会对 强者 的伦 理禁 约。所 以，有些思 想家 

专门以强者和弱者为价值标准来看人们的价值立 

场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 目的。但是，在人文社 

会科学发展 史上 ，如果按一 般 的伦理 共识 ，在古 

代，除开早期的犹太教、中国墨家的价值倾向和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足点是弱者外，其他 

各种思想流派的价值立足点都可以说是强者。我 

国早期 的资产 阶级启 蒙思 想家梁启超 就是这样来 

区分当时的社会思潮的。他说： “今之德国有最 占 

势力之两大思想，一 日麦咯士 (马克思一引者注) 

之社会 主义 ，一 日尼至 埃 (尼采一引 者注 )之个 

人主义。麦咯士谓今 13社 会之弊在多 数之弱者 为 

少数之强者所压 伏，尼 至埃 谓今 13社 会之弊在少 

数之优者为多数劣 者所嵌制 。” (梁启超 《进化论 

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新民丛报 》第 18期 )梁启 

超的论述说 明了不 同的人文社会科学 的确有不 同 

的价值立场。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尼采所代表的 

资产主义理论 分歧远不 只这些 。事实上 ，马克 思 

批判资本主义，重估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是因 

为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 ，尤其 是资本 主义的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为那些在私有制社会占 

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价值 

目的服务的理论。尼采 “要重估一切价值”，是指 

要重估基督 教的道德价值 ，建立 资产 阶级 的强者 

的价值。因为，在他看来，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 

理论都是基督教为弱者或劳动者的价值 目的服务 

的理论。可见，马克思 主义理论 中的弱者 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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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强者，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弱者和强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就是要为现代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 无产 阶级 的解 放服务 。江泽 民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立足点出发，阐述的 “三个 

代表的重要思想”，实质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价值立场。 

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构建 了当代社会基 

本的价值原 则。马 克思主 义基 本原理是一 个以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理论基础 

的有机整体 。马克 思主 义的世界 观、人生 观和价 

值观的相互统一为当代社会构建了基本价值原则。 

这些价值原则主要有：事实与价值、生活世界与 

意义世界相统一，历史决定论与历史价值选择论 

相统一的原则，人的 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 

的价值原则等等。 

首先，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构建社会主 

义社会价值原则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实践的唯 

物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的世界 观基础。实 

践的唯物主义对于社会主义 目的价值原则的建构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一些思想家把事实 

与价值、 “是”与 “应当”的关系绝对对立起来 ， 

如休谟就认为善的价值既不能建立在对象的关系 

上 ，也不能被理性所认识 ，从 “是” (事实 )推不 

出 “应当”(价值)[93。马克思主义把存在论与价值 

论统一起来，认为价值只能是事实的价值，离开 

了事实的价值就是一个光光突突的概念。因为， 

对事实、对象，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应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 

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价值的本质 

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本质力量的效应。 

事实只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不是与主体 

无关的事物。事实与价值都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才是可能的。价值以事实为基础， “应当”以 

“是”为前提，以 “是”为联 系词的事实判断，本 

身就包含了以 “应当”为联系词的价值判断。马 

克思主义关 于事 实与价值关 系的基本原理 ，为社 

会主义正确处理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 的辩证关系 ，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 

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运动与共产主义理想终极关 

怀的辩证关系等等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原则。 

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与历史价值选 

择论相统一 的原理，为 正确认识社会 主义 的本质 

提供了价值标准。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论述 

了马克思主 义基 本原理 的 内在联 系。他认 为 ，这 

个整体的核心内容是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哲学揭示 了人类社会从 资本主义 向社会 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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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 揭示 的是资 

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发展 的途径 和力量 。所 以，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实质上是关 于社会发展规律 、途径 和实现 的手段 

与力量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为当代社会构建 了 

基本价值原则。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 

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种突出的倾 

向就是唯心地以价值标准代替历史标准，以人为 

的生产关系进步的价值评价取代关于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历史标准。历史的进步是人的价值的选择 

结果。马克思说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己 目的的 

人的活动而 已。” u但 是，历史 是有规律 的，历史 

的价值选择归根以历史的必然规律为前提，合 目 

的性与和合规律性是相互统一的，离开历史的客 

观规律 的选择 就是唯心 主义的意志决定论 。邓小 

平以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为基础 ，把 历史决定 论 

和历史价值选择论结合起来，提出了 “三个有利 

于”，为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本质提供了价值标准。 

最后，马克思主义人的价值基本原理是社会 

主义价值导向确立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人的价 

值理论就有不同价值导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以 

来，把社会看作是个人的简单相加，坚持以个人 

本位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否定人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 

相互统一的。他说 ：“全部人类 历史 的第一个前提 

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现实的个人无疑 

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现实的个人的存 

在又必须 以物 质资料生活 的生产活动 为前提。马 

克思说 ：生产 “立 即表 现为 双重关 系：一方 面是 

自然关系，另 一方 面是 社会关 系；社会 关系 的含 

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 同活动),Eio3。所以，马 

克思主义的现实的个人，不是指人的一种抽象本 

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由于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 的共 同活动。 

所 以，人的本质 的 自我实现 必须 以社会 的实践活 

动为前提 。个人 与社会关 系不是绝 对对 立的，而 

是一种互为前提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马克思 

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为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选择和 

定位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既要坚 

持集体主义为核心，又必须以每个人的 自由的全 

面发展为前提。 

3．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为社会主义科 学发展观 

提供 了一般价值 工具。唯物辩证 法是 马克思 主义 

分析世界和社会 的基本方法 。唯物辩 证法 的总特 

征是联 系和发展 。唯物辩证 法是建构社 会 主义科 

学发展观的一般价值分析工具。发展是一个系统 

工程，发展必须坚 持 以人 为本 ，全 面协调 和处理 

好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发展关系。发展是一个过 

程，发展必须处理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关系，从而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发展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发 

展的 目标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 

总之 ，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 科定位首 先是 由于 

其本身具有优异理论品质的内在价值属性决定的， 

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 定位仅仅看作 是意识形态 

的工具需要，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身的理性 

价值特质是片面的。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的理性价值和外在工 

具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 

学术问题 ，又是一个 现实 问题。正 确处理 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定位和存在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学术性和现实性很强 

的学科 。其一 ，学 术性是 马克思 主义理论 科学性 

的突出表现 。马 克思 主义的理论 是科学 。科学性 

决定了马克思 主义的学 术性。因为理论是理性 的， 

但每一个论点和结论都必须源于科学事实。如果 

一 种理论不是科学的，那么这种理论也就失去了 

它的学术意义与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是 

科学的 ，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 的每 一个观点 和基本 

结论都根据于大量 的实证经验 材料，都 是他们对 

自然、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研究的理论结晶。马 

克思 主义哲学 是科学 ，是 因为它是 自然 、思维和 

社会知识 的概括和 总结。尤 其是他 的历史唯物 主 

义 ，除开他对 欧洲哲学和德 国古典哲 学的理论 的 

批判和改造，就是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 

化等深刻研究 和考察 的理论 创新 。但马 克思 主义 

理论不是教 条。如何 与时俱进地把 握马 克思 主义 

理论的精神实质，这就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的学术性。其二，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 

性的本质特征。恩格斯曾转引黑格尔的话说 ：“现 

实性在其展 开过程中表 明为必然性 。” 可见，对 

现实性，不能只从客体方面去理解，而应从主体 

的实践方面来理解。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 曾把 自己的理论概括为 “实践 的唯物主 

义”。这里的实践 的唯物主义 ，在哲学研究 中，认 

为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 的哲学。这显然是一种误读 。 

马克思说 ：“对于实践的唯物 主义者 即共 产义者来 

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 

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既然实践的唯物主义 

者即共产主义者，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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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就是实践 的唯物 主义；既然现 实性要 从实践 

方面来理解 ，马克思 主义理论就 必须为社 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服务，从而 “使现存世界革命 

化 ，实际地反对并 改变现 存的事物”。其三 ，马克 

思主义是 学术性和现实性 辩证统 一 的理论 。形 而 

上学地把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 和现实性对立起来 ， 

从而否定 马克思 主义学术性是 十分错误 的。学术 

性和现实性是相辅相成的。现实不等于现存的现 

象 ，现存现 象中只有那些 表明为本质 的必然性 的 

事物才是现 实 的。而现象 总是显 露于外 ，本质 总 

是深藏于现 象之 内的东西 。学术性 就在于揭 示和 

探索现实展开过程中事物表明为本质的必然性的 

内在联系。可见 ，学术性与现实性 是不可分割 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性 和现实性 的辩证统一 ，从 

而使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向外在工具价值的转化 

成为可能。 

割裂马克思 主义理 论现实性 和学术性关 系倾 

向，可以从近代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那里找到其 

最早的思想理论根源。随着近代分析科学的发展， 

学科的分门别类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在对待学科 

的学术性和现实性上，在近代随着经验论和唯理 

论的出现，实际上明显表现为两种学科悖论：即 

学科理性壁垒悖论和学科经验壁垒悖论。唯理论 

认为，任何知识都源于理性，理论理性、学术性 

与实际经验无关。问题是，任何学术都是有现实 

需要的学术 ，只是其学科 的领域不 同。实践证 明， 

脱离实际经 验的理论理性 的学术是 不存在 的。这 

就是所谓的学科理性壁垒悖论。经验论认为，任 

何知识都是经验综合的结果，学术性与理论理性 

无关 。经验论否定学术 的学理性 ，但本身就是学 

术理论。这也是洛克陷入二重经验论悖论根源。 

问题是，任何学术本身都是理性的，而任何现实 

需要的学科又与理性无关，这就是所谓的学科经 

验壁垒悖论。康德看到了二者的矛盾，试图将理 

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科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整合 

在他的知识体 系模式 中。在知识 范 围内，知识不 

能离开经验和现实，实践的价值理性又必须脱离 

经验 ，只有在美的 目的理性 中二者 的统 一才有可 

能。这就要求大家都成为美学家。康德模式的尝 

试也是不成 功的。马克思 主义批判 唯理论和经验 

论，批判和改造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 主义创造 的科学理论体系， 

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学术性与现 

实性、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辩证地统一起来 。因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的具体定位 ，必须坚 持三个 

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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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原则，与时俱 

进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成一门学理性较强的 

基础理论 学科。马 克思 主义理论 的科学性 ，决定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学科。这种 

内在价值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外在的工具价值成 

为可能。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为有生 

命的学科的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价值 

理性根本源泉。没有科学性的学科就是没有生命 

和价值的伪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能使马克 

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理论品 

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无产阶级 目的工具 

价值需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精神武器的 

前提 。问题 是 ，马克 思 主义 的基础 理 论是 什 么? 

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 是哲学 、政治 经济学 、政 治 

学，还是社会学?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哲学、 

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 和社会学 。那么，离开哲学 、 

经济学 和政 治学 的 马克思 主 义理论 还有 什 么呢? 

离开了这些学理性较强的基础学科，马克思主义 

理论无疑就 会成 为一个空壳 。而事 实是 ，这 些学 

科早 已从马克思 主义理论 中分离 和独立 出去，而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归入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 ，也会造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学科 门 

类中的相互交叉，界线不清。这就是说，马克思 

主义理论是一 门既不能是 马克思主 义哲 学、政治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又不能脱离马克思 主义哲学 、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基础 的学科。所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 应该是 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 治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为理论基础，并从总体上来研 

究它们的内在联 系 的基础 理论 的学科 。从这个 意 

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 应该属 于哲 学 门类 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 的学科学 ，而不是定位于法学 。 

2． 坚持学术性 与现 实性相统一原则，以学术 

性为动 力 实现 马 克思主 义理论 研 究的 综合创新 。 

创新是马克思 主义理 论的灵魂 。马克思 主义既然 

是从总体上来 研究 马克思 主义理论 ，那么 ，马克 

思主义理 论 的创新虽 然离 不 开马 克思 主义哲学 、 

政治经济学等各门子学科的创新，但马克思主义 

理论作为一门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 

科 ，主要区别于 马克思 主义哲学 、政治经 济学和 

政治学等个别学科 门 内的理论 创新，是 一种综合 

创新。这种创新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 如何把学 

术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马 

克思主义理论 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 和现实性 的 

关系看 ，现实性 是马 克思主义创 新 的源泉，学术 

性是创新的机制和动力。问题是，究竟是学术性 

重于现实性 ，还 是现 实性 比学术 性更重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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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比学术性更为重要，其 

实恰好相反 ，从 主体方 面来理解 ，学 术性 更加 重 

要。因为对现实 ，不能直观地 去理解 ，现实 的必 

然性只有 通过 主体学 术性 的研究 才 能揭 示 出来 。 

主体的学术性活动 ，本身就是一 种理论 的实 践活 

动 。这种实践当然不 同于物质 的实践活动 。但 是， 

在理论 的研究 和创新 中，理论 的发生源虽 然来 自 

现实 ，但是理论创 新 的动 力是学术性 。只有 突 出 

马克思义理论 的学 术性 ，才 能实现马 克思主义理 

论的综合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 自身的价值 

内涵。综 合创新首先需 要综合研究 ，因而，国内 

外马克思 主义原始文献综 合收集 、整 理和研究则 

成为这个学 科建设 的百 年大计 ，建议 在马 克思主 

义理论的二级学科 中，增加一个 马克思 主义理论 

文献研究 的二级学科 。 

3． 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 的原则，以实践为 

基础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 的价值 目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 的价值 目的最 终要 通过 实践 来实 现。 

但是 ，从现在 的二 级学科设 计来看 ，马 克思主义 

理论的实践好像 只是思想政 治教育 的实践 ，这样 

以来 ，马克思主义的工具 价值的意义 的确被意识 

形态化了。马克 思 主义 是 中 国的主 流意 识形 态 ，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设立 的价值 目的。 

但如果只是这样来 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实践 的 

关系 ，显然是不恰 当的。马克思 主义理 论的实践 

首先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 中 

的实践。因而 ，在马 克思主义理 论各个 二级学科 

的研究方向设立中，是否应该考虑本学科在当代 

实践 的研究 。这样 ，各个二级学 科理论 的研究 不 

仅有了自己学科的理论价值，而且也突现其理论 

的应用或工具价值。 

参考 文献 ： 

[1]辞 海 (缩 印 本 )[M]． 上 海：上 海 辞 书 出版 社． 

1980： 1126． 

E2](德)马克斯 ·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M]．林荣 

远 ．译．北 京 ：商务 印书馆 ，1997：57． 

[3](挪)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 

译．上 海 ：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04：542． 

[4](德)马克斯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等 ，译 ．北 京 ：三联书店 ，1987． 

[5](美)托马斯 ·马格奈尔．教育与价值的几个问题[j]． 

教育研究 ，2004 (10)． 

[6]王玉梁．当代中国价值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75． 

[7](德)韦尔海姆 ·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M]．赵稀 

方 ，译．北京 ：华夏 出版社 ，2004：27． 

[8](德)马克斯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M]．韩水法 

等 ，译．北京 ：中央编译 出版社 ，1999：3，34． 

[9]休谟．人性论 (下)[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 ，1980：509—510． 

[1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95：54，67，80．7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M]．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57：118—119．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95：215． 

Value Factors in Positioning Marxist Theory Subj ect and Its Significance 

TAN Pei一7L,en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 Marxist Theory is graded a first degree discipline on the ground of its quality of internal value rather than its external 

value as the means of too1．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value quality lies in that Marxist theory re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value position of human progress。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nstitute the basic value principles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m provides a tool of general value for socialis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The positio— 

ning of Marxist theory must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and revolution，the unit of academic property and 

practicality and the uni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Marxism； discipline；positioning；value；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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