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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

史，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让全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的

历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是历史的叩问，也是世界的追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植根于人民之中，指明了

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和加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当代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中，着力地阐发

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我们的理想信念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撑；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华民族

深厚的文化传统及其具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中，着力地探索中国人几千年来积聚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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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是“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

相辅相成的双重化的哲学进程。这个哲学进程，不仅显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

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哲学历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只是具

有“学术”的意义，而且关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以时代性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现实活

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坚实根基和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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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发扬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当代世界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意

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着力地研究当代的价值观冲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思

想力，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

从而构成了“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相辅相成的双重化的哲学进程。这个哲学进程，不

仅显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

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哲学历程”。

这个“哲学历程”，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的历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

教科书哲学体系，而是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中梳理和提炼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

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同时着力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提炼出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

初步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不是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否定，而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奠定的具有研究范式意义的学术基础。

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任何一门学科的实质内容、研究水平和社会功能，

无不集中地体现为该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是该门学科的成熟标志，学术体

系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是该门学科的实力象征，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则不仅是该门学科的成熟标

志和实力象征，更是该门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自信的体系。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必须系统地总结和深入地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

新，特别是具体地研究和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时代

内涵和理论内涵，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

新，首先在于变革了以素朴实在论为代表的直观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以机械决定论为代表的线性因果论

的思维方式和以抽象实体论为代表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不断地强化了“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不

断地提升了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分析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

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

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形成了一系列有学理性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构成了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的真实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首先体现在构建以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

界观为鲜明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

世界观，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世界观，是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主体的世界观，是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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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世界观，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的世界观，是以“人类解

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的世界观，实践性、人民性、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是马克思的“改变

世界”的世界观的鲜明特点。具体地和深入地阐述“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历史”、“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

的发展规律”、“文明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理论”与“实践”

和“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具体地和深入地研究以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与世界的关

系、以当代人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内容的世界图景、以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为根基的社会思潮、以当

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为价值诉求的哲学理念变革，是“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

新实践”，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的实质性哲学工作。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重捕捉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前沿问题，注重汲取国内外哲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注重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注重以理论的方式推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主

要在五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一是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从

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切实地展开了“问题导

向”的哲学研究，逐步地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自觉和原创性追求；二是大量地引

进、翻译和评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国外哲学研究的学术著作，具体地研究和批判地汲取其主要的

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和重要的学术资源；三是持续地

探索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

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理

论空间，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四是顽强地坚守经典文本和基础理论研

究，阐幽发微而示之以前人所未见，拓展学术研究的方向与视野，深化学术研究的问题和课题，发表和出

版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五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中，以

新的理念、新的内容、新的框架和新的叙述方式撰写出版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前沿性、权威性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的教科书，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

论成果转化为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内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人类把握世界诸种基本方式的相互关系为着力点，深入地探讨了

哲学与常识、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从开阔的视野回应和回答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深入地阐释了

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真理与价值、历史与文明、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等

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赋予“世界”“物质”“规律”“实践”“历史”“文明”等一系列基本的哲学范畴以新

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作出了以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依据的“守正创新”的重新理解和重新阐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

术命题和学术观点作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分析和评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理论成果作出了系统的梳理、概括和总结，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文献

基础、理论基础和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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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自觉地汲取中华民族自身的哲学传统、哲学理念、哲学精神和

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最

为深沉和最为持久的文化自信，而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创性的至关重要的根基和源

泉。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哲学的特色、气派、风格和

话语体系，深层地蕴含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理性思辨。人类性的

哲学问题总是以具有民族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予以求索，总是展现在具有民族特征的概

念框架、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不仅需要世

界性的和时代性的理论视野，而且需要深化对民族性的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推进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念创新和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就需要以中华民族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理论思辨去寻求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

理念，从哲学范畴的人类性与民族性的辩证融合中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

从时代的和世界的视野看，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所

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

发展道路，而且是中国所开拓的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所积累的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建设经验，而且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以时代性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

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坚实根基和重大使命。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

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任

务和重大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不仅反映和表达自己时

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视野和

担当，以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不断地推进以引领人类文明

形态变革为目标的哲学理念创新，才能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让世界知道“哲学中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

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只是具有“学术”的意义，而且关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要立时代之

潮头，发思想之先声，走在世界前列，让世界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而

奋力拼搏，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担当。

责任编辑：毛殊凡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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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Sun Zhengy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dual philosophical
process of "philosophy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of philosophy". This philo⁃
sophical process not only shows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tself, but also rep⁃
resen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 and the "spiritual process" of Chinese, thus constituting the "philo⁃
sophical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Guided by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
from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ining a new theory of academic rationali⁃
ty", "summarizing new practices with regularity", using reality activation theory, using theory to illuminate real⁃
ity, this is the solid foundation and major mission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Marxist philosophy; problem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mission
Writing a Wonderful Chapter of Marxism in China:

7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hang Zhixiao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The first is to do a good job of "combining" articles,
focus on solving the basic task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second is to persist in "path"
explor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 the major issue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third is
to be brave in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Marxism in China. With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new starting point,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ill surely yield fruitful results.

Keywords: 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development pa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Great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Ren Xiaowei

Abstract: The 7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70 years i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has made significant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 from the old development model to the new one in the difficult explo⁃
ration.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imes, it has originally enhanced the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practice
of the great goal of communism. In the complex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t has originally realiz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theory of socialist socie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ng-term gover⁃
nance, it has clarified the historical path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to maintain their own purposes and the
nature.

Keywords: New China; scientific socialism; original contribution; Xi 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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