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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类哲学
———试探高清海先生的哲学创新逻辑

元 永 浩

［摘 要］ 高清海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思想洞见的哲学家。他立足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去

批判和消解苏联模式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梳理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和中国

古人的生命意识，建立了自己特有的类哲学思想体系。应该说，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是马克思实践

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人应有的自我意识和存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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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海先生 ( 1930—2004)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创新意识和思想洞见的哲学家。在大

多数人看来，高先生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先

锋，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推动我国马哲界 “实践转向”的著名学者。应该说，这种评价简

明扼要概括出了高先生在马哲界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没什么出格的问题; 不过，这种说法过于关

注高先生的那些显现在表面的贡献，而忽略了他的思想深层的逻辑和潜在价值。不要忘记，高先

生强调实践观点不仅是为了确立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更是为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

式去整理马克思的哲学遗产，进而开拓和创立自己的类哲学。于是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理解高清海先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他所提出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类哲学之间

的关系?

高清海先生在晚年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说，自己有长久以来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的方向: 一

要走出苏联模式的哲学体系，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体系; 二要通过哲学观念和理论

的更新，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1］序2只要我们结合先生终生的学术成果而仔细品味这段话就

不难发现，他的哲学研究存在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两条主线: 一是从德国哲学传统深入研究马克

思哲学，二是从马克思哲学入手建构当代的中国哲学。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先生的研究中

心在于实现第一个目标，那么从 90 年代开始他一直致力于实现第二个目标。当然这只是一个方

便的说法，实际上先生哲学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第二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不过是通往第二个终极

目标的一个阶段。如果把高先生的思想历程比作一次飞机的飞行，那么可以说实践观点是机场上

的跑道，其思维方式是飞行的轨道，而类哲学是飞行的终点。当然先生的这种努力和尝试存在着

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拥有如此的胆识和智慧。应该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

学思想的精髓，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高清海先生创立类哲学的建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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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苏联模式的唯物论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我国哲学界重视马克思的哲学，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正酣之际。那时由于思想解放

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人们的兴趣逐渐转向现实的物质利益，从而开始远离极" 左" 的思想和理念; 其次，

人们不再崇拜那些领袖人物，不再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包含绝对真理的神圣的东西; 再次，人们不

再把市场和资本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也不以两极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伴随

这种新的时代风尚，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也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的局限

性。尤其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思想内容抽象化、简单化、庸俗化、教

条化而深受学者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开始关注马克思的

哲学世界观。
根据高清海先生的考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雏形，为斯大林撰写的 《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部后来发表成

单行本的著作里，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当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更值得关注的是，斯大林

在这里概括出了辩证法的四个基本观点、唯物主义的三条基本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基本观

点，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供了基本观点和框架。当然只要我们进一步追本溯源就不难

发现，斯大林的这一哲学体系和基本观点都来自于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在恩格斯

看来，哲学是经验和科学发展综合的结果，并且历来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其主要缺

陷只在于他们没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也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贯通唯物论的观点。在他看来，马

克思已经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剩下的任务在于把辩证法与唯物主

义结合起来完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于是恩格斯试图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

系当中剥离出来，然后将它嫁接到唯物主义体系当中来。应该说，列宁的 《哲学笔记》也是这

样一种企图的产物。后来斯大林又将“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更加系统化和通俗

化、教条化，形成了过去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原型。
高清海先生说: “由苏联学者制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体系，是经过他们的理解

和消化而后改造过的理论。”［1］序1实际上，先生的这一说法不仅揭示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斯大

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 而且更进一步揭示了该理论体系与苏联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性。恩格斯曾认为，思维与存在 ( 精神与物质) 的关系问题为全部哲

学的基本问题，并根据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把哲学分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阵营。然而哲学的

这一基本问题到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就演变成为与阶级斗争、党派斗争有关的 “哲学的党性”
问题。于是经过他们改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直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观

和意识形态，从而使之完全失去了学术性。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斯大林对内推行专制主义而对

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使共产主义思想演变成为一个维护新型帝国的保护伞。因此，这种经过苏

联人“理解和消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成为维护极左路线

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依据。
冷战的终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意味着人类历史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尽管人们对这个转

折的真实内容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于过去

的崭新的时代。哲学不能离开时代精神，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作为把握

时代精神的哲学应该有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如果说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时代已经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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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那么我们必须要摆脱长期以来

人们对特定领袖人物的神化和崇拜，必然同时要清理他们的思想中具有局限性的立场和观点，进

一步要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源头去寻找新的起点和增长点。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不同于唯物论的另一种哲学出发点呢? 当人们把眼光收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时不难发现，在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存在一种与过去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完全不相同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唯物论

的观点，那么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的观点。这就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

条中所说的: 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对对象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他的却跟他们不同，是从主体的和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2］54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马克

思的实践的观点与传统的唯物论的观点存在天壤之别。于是我国哲学界力图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为基础去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一种风尚，出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实

践转向”，并形成了“实践唯物论派”、“实践本体论派”等不同的派别。
当然这些实践派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不仅如此， “实践唯物论”和

“实践本体论”这两个主流的对实践观点的理解都尚未达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高度。例如，马克

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唯物论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

而“实践唯物论派”还忽略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主体性，而片面地强调规律性和客观性; 这实

际上还是把实践归结为物质的属性，因而根本上没能摆脱唯物论哲学。又如 “实践本体论派”，

尽管他们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属人世界的基础意义，但他们又对实践赋予本体意义，因而也没能

走出传统哲学的老路子。
从马克思实践观点看，传统教科书当中的唯物论的观点是不懂得人的主体性的旧观点，而唯

物史观当中的许多观点又都是未经反思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观点。因此当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马

克思的实践观点的重要性，力图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诸多观

点中加入实践观点的时候，高清海先生却并不关注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而关注他

的哲学思维方法。因为“举出一些具体的观点，哪怕是很基本的观点，都很难确切地表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的最高本质是集中表现在思维方式里面

的”［3］132。

二、实践观点: 超越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

在高清海先生看来，马克思提出实践观点的意义不在于建立合理的本体论哲学，而是 “以

‘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去改造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3］327，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纵观西方

哲学史，不管是古代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和奥古斯丁，还是近代的笛卡

尔、莱布尼兹、康德，他们都力图寻找一个世界最终的本原，或试图找到一个世界之所以如此这

般的终极解释原则，这一最终的本原或终极的解释原则就是西方哲学意义上所谓的 “本体”。例

如，传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哲学，他们分别从始原性的 “物”与超越性的 “心”的角度去理解

宇宙的本质; 或者把“心”完全归结为“物”，或者把“物”完全归结为 “心”。这在最抽象的

意义上充分体现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特征，即，在始原性与超越性的对立关系中，这两种哲学都

立足于一极并把另一极归结到这一极。凡是传统的本体论都有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因此想要

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就必须要破除立足于一极并把另一极归结到这一极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就是黑格尔所运用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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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而德国古典哲学真正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人与世界的

主客体关系包括差异性与统一性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差异性的角度看，人之主体性意味着他对对

象世界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由性，而对象世界的客体性意味着它的被动性、被给予性和规定

性。但从统一性的角度看，一方面人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东西，因而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主体又是客体的目的，人以自己的力量去不断地改变对象世界，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
为了理解主体与客体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统一性关系，就必须抛弃非此即彼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于是黑格尔激活被两千多年的本体论思维凝固了的概念，在逻辑的层面上打通了主体通往客体的

道路，这就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概念运动的否定性原理，表

达了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具有的普遍原则［4］101，从而开创了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辩证法的思维

方式。
黑格尔尽管超越本体论和还原论的思维而创立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但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那样“并不了解实现主客体统一的是一种 “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2］54，因而没能意识到人

的实践活动是辩证法的现实的基础。高清海先生说: “在研究中我发现，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

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与先前的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首先不在于他具

有的辩证法思想，而在于他提出的‘实践观点’。先前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和存在 ( 物质和

精神) ’的关系问题上，这构成那时所谓的 ‘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人们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

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 ‘实践’，所以近代以来陷入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观点的争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理论，在我看来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问题 ( 哲学基本问题) ，由

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并把纯理论性的哲学引向现

实生活。马克思所具有的‘辩证法’思想也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实践理论。”［1］序2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去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在高清海先生看来，这一点恰好说明马克思发现辩证法的真正奥秘，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

重大的革命性变革。按照高先生的解释，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导致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

性与客观性相互分离、相互对立; 另一方面它又使这些对立的双方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从而实

现这两者的统一。传统本体论哲学因为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无法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这一本质特

征。尽管黑格尔发现了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新的思维方式，但同样由于不理解矛盾的产生与解决

都依赖实践，从而使辩证法引向了逻辑的抽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他明确揭示出实

践为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基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高清海先生以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表达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把它理解为超越于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东西;

这还纠正了恩格斯把辩证法理解成为由一系列科学结论综合而成的抽象原理，同时也纠正了他把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成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的错误的观点。
可以说，“是否贯彻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应该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3］115。这无疑是高先生长期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过程

中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不断地去追问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过程中得出的结论。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建构类哲学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提供了超越苏联模式唯物论的新的世界观，也提供了超越本体

论和还原论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不过高清海先生所强调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不是为了给人们

提供一种没有内容的抽象方法，而是为了创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类哲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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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是在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遗产的过程中创立的。首先，

“类”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的概念，而且这个类概念不同于阶

级、资本等有限性概念，是一个表达人、社会与自然相统一［4］81的全体性概念。其次，高先生在

分析和综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马克思哲学文本过程中发现实践概念与类概念之间

的内在关联性，从而进一步将实践概念从对象性活动解释为生成人的类本质的活动。另外，高先

生还特别关注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三形态说［5］107 － 108，并把它解释成为人类从 “群主体”出

发，经过“个人主体”再形成“类主体”的历史过程。实际上，高清海先生通过整理、分析和

吸收马克思的哲学遗产，为类哲学思想体系勾勒出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应该说，高清海先生建立类哲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造性过程，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理解该过

程的清晰的路径，那就是始终抓住实践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在高先生那里，实践首先是表达人

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高先生说: “实践，按其本性说，既是造成世界两重化矛

盾性质的根源，又是解决这一矛盾实现它们统一性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既体现着自然物质的本

原性作用，又体现着人及其精神的能动创造作用。既然实践是本原存在与超越形态的对立统一，

自然关系本质与属人关系本质的对立统一，那么，它就是理解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否定性统一关

系的基础。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理解一切哲学问题、解决各种哲学纷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就意

味着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单纯从脱离人的自然出发，也不是单纯从脱

离自然的人出发，既不是单纯以本原存在为依据，也不是单纯以超越形态为依据，而是从人和自

然、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在现实活动中相互作用关系出发，以本原存在和超越形态在现

实活动中的统一关系为依据，去观察各种事物、理解现实世界、回答两重化矛盾的思维方

式。”［3］134 － 135在这里，高清海先生将把人和自然、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叫做

“否定性统一关系”。
进一步说，实践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统一关系”还表现在人的双重生命的关系之中。

生命本来是自然的产物，不过在自然界出现生命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能动的自我活动中心并

把自身与周围的存在区分开来了。尽管如此，自然界里的生命体本质上还是被环境决定的，即，

任何一个生命体只有通过它与环境之间固定的能量交换和新陈代谢关系，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生命

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也有这种自然生命，高清海先生把它叫做人的种生命。然而对人而言，生

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环境不再是单方面地规定人的生命的力量，人同时也

以强大的力量去改变环境; 也正是通过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成为类的存在物，开始

形成一种超越于种生命的类生命。
从高清海先生类哲学的角度看，人的实践活动不再仅仅是主体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和控制来能动地改造客体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 “本质交换”生成类生命的过程。因而人的实

践活动既是左右人类自己命运的活动，也是决定宇宙整体命运的活动。高先生说: “本来的生命

只是面对它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命则是面向整个存在的，人的最终归宿是要使生命去溶化宇宙，

也要把生命溶化于宇宙。也可以这样说，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现实的力量，

这也就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把宇宙变成了生命的活物，也就是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

义。……可以说物质宇宙的奥秘集中在生命的本质中，生命的奥秘体现在人的本质中。……人在

宇宙中，宇宙在人中，应当从宇宙去理解人，从人去理解宇宙，这两者的统一，正是 ‘类哲学’
应有的内容。”［6］151 － 152这也就是说，人与人、人与世界都是互为客体和互为主体的一体关系，而

类哲学是一种包含人学的宇宙论哲学。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人最应有的自我意识。高清海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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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愈是敞开自我，愈能涵容他人和他物，人的自我才能愈充实、愈丰满，人是在与他人、他物

的一体关系中获得独立和自由的。这就是人的‘类本性’，也是人类文明——— ‘全球文明’的人

性根基。”［7］102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如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地影响整个地

球的生态环境，而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类生命，于是就出现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

题。换句话说，尽管实践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为人的生存和类本质的生成提供基础; 但如

果人们没有充分的类意识，那么其实践活动也许对类生命起到否定性的作用，并且其破坏性作用

与实践能力成正比。
如果仔细品味上述内容就可以发现，高清海先生在考察人与自然、种生命与类生命关系的过

程中充分吸纳了中国人所特有的 “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通常在西方人的哲学思维中，人作

为自然生命体跟其他动物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人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哲学所能理解

的作为主体的类，至多是一种泛神论的“自我意识”或社会化的“大我”。只有在中国古人智慧

中才有天人合一的大生命意识，也只有宋明儒学家才充分讨论过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

与人心之间否定性或统一性关系问题。由于中国儒家没能意识到实践对于人的生命的基础意义，

从而没能理解贯通否定性与统一性的真正的根据。也就是说，中国儒家的这种生命和存在意识需

要一种走进当代语境的通道或方式，而高先生恰恰通过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把它提升到了当代哲

学的高度，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真正汇通和融合。可以说，他的类哲学是中国传

统哲学在当代话语当中的创造性表述，因而是属于凝聚着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自己的哲学理论。
毋庸置疑，人的类本质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最高统一性

的过程。不过这种最高统一性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而实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高清海先生指出: “与物的规定不同，类的统一体是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前提，内含自由个

性差异的多样性、多元化的统一。……个体愈是发挥独立性的创造性活动，类本性的内容愈丰

富、愈充实。”［1］258 － 259当然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交换价值或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唯当个人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根据

自身特有的内在尺度进行生产时，才能真正成为创造类生命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一种强

力所建构的整齐划一的帝国都是背离人的类生命原则的; 而真正面向人的类本质的实践活动一定

也是个体的、自由的和审美的。
综上所述，高清海先生哲学创新的逻辑是: 他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去批判和消解苏联模式的

唯物论及其意识形态，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哲学遗产，并以此为基础融合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最终建构了符合我们时代和未来的类哲学理论体系。应该说，

高先生的类哲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人应有的自我意识和

存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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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and Pursuit of On Philosophy:

“Target”，“Soul”and“Flesh”
SUN Zheng-yu ( 5 )

Abstract: On Philosoph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ts target is how to understand philosophy and how to carry ou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Its soul is the word“Tong”: to link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to connect philosophy with life，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views，to extend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philosophy and to open up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philoso-
phy． Its flesh is to take“Tong”as flow of blood． It promotes the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s thinking approach，the
foundation of life，the main questions，the factional clashe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conception and pursuit of
On Philosophy is to reinterprets philosophy with“the critique of premises of thoughts”as the principle，and then it repre-
sents zeitgeist，extending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philosophy and opening up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philosophy with the
visions of a real person in the world and a journeyer in life．

Keywords: On Philosophy; critique of premises of thoughts; way of existence of representation; thinking approach
of philosophy

Thinking Approach of Practice Viewpoint and Gattungswesen Philosophy:

Exploring the Logic of GAO Qing-hai’s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YUAN Yong-hao ( 14)

Abstract: Gao Qing-hai is the most insightful philosopher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Ma-
rx’s practice viewpoint，Gao criticized and negated the Soviet-style materialist philosophical system ; meanwhile，he
combed Marx’s philosophical heritage and Chinese ancient lif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thinking mode of practice view-
point，whereby he established his own Gattungswesen Philosophical system which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arxian
practic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life philosophy and it is also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that
modern people are supposed to have．

Keywords: Marxian philosophy ; Gattungswesen Philosophy ; Gattungswesen life; practice; thinking mode of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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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in China
HAN Da-yuan ( 20)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bond both balancing the constitution
value and facts and connecting the constitution principles and social reality，and also as a guarantee to regulate interpreta-
tion power abusing． The balance of various interests in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a valid procedure．
The value of the procedure，through absorbing and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onstitution systems of various
countries，is presented in the diverse functions of it: integrating nation，advocating the social mainstream values，embod-
ying constitution values，preventing interpretation abusing and localizing constitution theories． Therefore to realize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constitu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ruling，it is a significant mission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to enhance the NPC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o lay down the law of con-
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thus making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more operable．

Keywords: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the law of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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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Crime in Ｒussian Criminal Law:

“Social Dangerousness”vs． “Social Harmfulness”
XU Dai，HAN Jin-song ( 31)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 harmfulness in China’s Criminal Law system was gener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corresponding Ｒussian term，however，is always“Social Dangerousness”which is“общест венная опасност ь” in
Ｒussian． But since the ter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1950’s，we have interpreted it as“social harmfulnes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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