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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孙 正 聿

［摘 要］ 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而

且是该门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自信的体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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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以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 “活的

灵魂”，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视野和担当，致力于从重大的

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用富有时代内涵和思

想力量的哲学理念、哲学命题和哲学思想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引领人类文明形

态的变革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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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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 学术体系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是该门学科的实力的

象征; 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则不仅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而且是该门学科的

特色、优势和自信的体现。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目前在 “学术命题、学术思想、

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习近平，

2016 年，第 15 页) 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 “活的灵魂”，并以 “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视野和担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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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一、构建以 “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

主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和教材体系，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和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构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

本理念和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理念和解释原则，是把

“哲学”定义为 “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并把 “世界观”解释为 “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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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科学世界观”，并

形成了以 “物质”“矛盾”和 “规律”为核心范畴和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这个学

术体系主要包括: ( 1 ) 以 “物质”为核心范畴的唯物论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来论述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 2) 以 “矛盾”为核心范畴的辩证法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 “三大

规律”和 “五对范畴”来论述 “物质的运动规律”; ( 3 ) 以 “反映”为核心范畴的认识论部分，

其主要内容是以意识对物质的能动反映来论述 “认识的运动规律”; ( 4) 以 “社会存在”为核心范

畴的唯物史观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 “社会存在”和 “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论述 “历史的发

展规律”。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体系，首先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并不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 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中梳理和提炼

出一系列主要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而且着力地从毛

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梳理和提炼出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具体

地阐发其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

术体系。这主要体现在: ( 1) 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

本本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等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为核心理念，作为构建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 “活的灵魂”; ( 2) 以矛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事物

矛盾的“内因与外因” “共性与个性”，复杂事物的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把握矛盾的 “主要方

面与次要方面”，分析矛盾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等为基本范畴，构建了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

唯物辩证法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 3) 以 “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 “直

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哲学

范畴和哲学命题为基本内容，构建了“能动的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 4) 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核心理念，以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心主义”的根本

对立为出发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为基本内

容，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表明: 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标志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以一系列新的哲

学范畴、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又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体系指明了“中国化”的前进方向，并奠定了 “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因此，在对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理解和阐释中，不能局限于对传统教科

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 “四大板块”的理解和阐释，而应当深刻地把握以毛泽

东哲学思想为典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内涵，着重地阐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

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是: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之作，毛泽东的 《实践论》
《矛盾论》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是“实践论的矛盾论”与 “矛盾论的实践

论”的统一。这个“统一”，是 “尊重客观规律”与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 “理论源于实

践”与“理论指导实践”的统一，是“实事求是”与 “解放思想”的统一。这个 “统一”，既有生

动鲜活的实践内涵，又有深刻睿智的哲学思想; 既用现实活化了理论，又用理论照亮了现实，从而实

现了以“实践”为核心理念，又以“实践”为根本目的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统一。这深刻

地启示我们: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和灵魂，也是构建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石和灵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实践观点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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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以 “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志的 “范式转换”。这个

“转换”，不是否定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而是

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

造。” ( 习近平，2018 年 b，第 4 页) 在这个 “伟大觉醒”和 “伟大创造”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起了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双重使命，并以 “检验真理的实

践标准”的大讨论为引导，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这突出地表现在: ( 1) 从 “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批

评的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作为 “世

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 “实践的唯物主义”; ( 2 ) 从 “实践”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全部旧哲学那样，把作为 “哲学基本问题”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离开实践的“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从而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哲学观”和 “真理观”; ( 3 ) 从 “实践”出发去理解 “主体和客体的关

系”，以马克思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根本理念去阐释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

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从而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

的“三者一致”; ( 4)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辩证法”，以马克思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

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去阐释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并以列宁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学术命

题去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从而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列宁所指认的辩证法、认

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 ( 5 ) 从 “实践”出发去理解 “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辩

证关系，以马克思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实践观为立足点，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看待

历史规律，着力探索“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文明进程，从而实现了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础

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一种哲学理论是否具有 “研究范式”的意义，其主要标志就在于它是否以自己的核心范畴为解

释原则而构建了特定的、自洽的概念框架和范畴体系。确认和评价一种 “研究范式”，主要地是对其

核心范畴确立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的确认和评价。“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凸显了 “实践”

的核心理念和解释原则，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阐释和论证了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真理与价值、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能动论与决定论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哲

学范畴、哲学命题和哲学观点，从而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具有 “研究范

式”意义的学术基础。

二、构建以 “改变世界”为鲜明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140 页) 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深切地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明确地展示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体系，首要的前提就是切实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以 “改变世界”的根本理念作

为解释原则，系统地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 “术语的革

命”，深入地揭示和展现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和鲜明

特点，就会淡化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实现的哲学 “术语的革命”，就会模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

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所具有的革命性的理论内涵，就会丢失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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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灵魂”，因而也就无法构建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

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首先是改变了全部以往哲学的 “世界观”。由于不是从 “实践”

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人与世

界的关系，而唯心主义则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因此全部以往的哲学都只能是 “解释世

界”的“世界观”。马克思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根本性的学术命题出发，提出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

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6 页) 这表明，“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世界观”

的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和超越全部旧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实践”范

畴的真实内涵，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世界的独特关系———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即 “人为自

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并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关系，而不是动物式的肯定性的统一关系，

即以本能适应自然而生存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实践”范畴的

解释原则，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阐释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既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

全部矛盾的根源，又揭示了人与世界之间否定性统一的现实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实践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概括和阐释的 “实践唯物主义”“实

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本体论”等学术命题和学术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马克思 “实践”范

畴的根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具有不可否认

的学术价值。然而，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来说，还必须具体地、深入地阐述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从解释原则上确立起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

系的核心理念和概念框架。

马克思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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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辩证法

的批判本质为“活的灵魂”的世界观，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的世

界观。“批判性”是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特点。在写于 1843 年的《〈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

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

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同上，第 2 页) 对此，马克思还具体地指出: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

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同上) 这就不仅

为构建以“改变世界”为鲜明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出了 “迫切任务”，而且为

构建这个学术体系提供了研究思路。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角度看，构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就要在深刻阐释辩证法的 “理论思维” “批判本质” “合理形态”的基础

上，以“现实的历史”为对象，以对“现代化”的反省为聚焦点，深入地揭示和阐发 “现实的人”

与“现实的历史”的辩证关系、“人的历史活动”与 “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辩证关系、 “文明的逻

辑”与“资本的逻辑”的辩证关系、“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的历史形态”的辩证关系、“人的全面

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的辩证关系，以及 “理论”与 “实践”和 “理想”与 “现实”的辩

证关系，从而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

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以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主体的世界观，是以

“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理想的世界观。“人民性”是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世界

观的主体依据和鲜明特点。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 “文

明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它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就在于它汇集了 “人民的最美好、

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在于它把人民关切的时代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特别值得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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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思考和深切理解的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以 “抽象的人”作为自己

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哲学是以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而不是以 “抽象的存在”作为自己的

“立足点”; 马克思的哲学是以 “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以 “人性的复归”为 “归宿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出发点” “立足点”和 “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切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道义力量和“改变世界”的最深层的人民性品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把人民的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升华为探索时代性问题的哲学思想，把 “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升

华为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把人民关切的时代性问题升华为提供精神指引的哲学概念体系。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地研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深入地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从中提炼出新的哲学命题、哲学思

想和哲学观点，构建以“人民”为核心范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从“现实的历史”出发的世界观，是致力于从现实的 “物

和物的关系”揭示现实的“人和人的关系”的世界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世界观。
“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真实基础和鲜明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改变世

界”的“现实性”，集中地、深刻地体现于马克思的理论巨著 《资本论》。哲学家们总是将其思想聚

焦于破解“存在”的秘密，然而，马克思所批评的 “哲学家们”却总是把 “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

的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只能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与此相反，马克思则把 “存

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致力于探索 “解放何以可能”而 “改变世界”。对于这种原则性

区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作出了生动而深刻的对比: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

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6 页) 这就是说: 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是把 “人”归结为

“物”，并因而把“人和人的关系”归结为 “物和物的关系”; 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则是把 “人”归

结为“观念”，并因而把“人和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与此相反，马克思的 《资

本论》不是把“人和人的关系”归结为 “物和物的关系”或 “观念与观念的关系”，而是致力于从

“物和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 “人和人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恩格斯所指认的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构建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就要从 “现实的历史”出发，以马克思的 《资本论》为典范，以

《资本论》所实现的 “术语的革命”为理论思维的起点，着力地从当代世界的 “物和物的关系”揭

示当代人的 “人和人的关系”，以新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构建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

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改变世界”的 “现实性”的实

质性内容。

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作为“批判的武器”和 “行动的指南”的世界观，“它提

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第 664 页)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不断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

思的最伟大的理论成果就是他的 “两大发现”: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002 页) 对全人类来说，最重大、最艰巨的理论问题在于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对现代人类来

说，最重大、最艰巨的理论问题在于发现作为 “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的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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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创新性品格，也不仅强烈地显示了马

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的巨大价值，而且为我们以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

的世界观研究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在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

“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

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 参见习近平，2018 年 a，第 16 － 24 页) 立足当今的时代和当

今的世界，特别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

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就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以新的

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构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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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习近平，2016

年，第 19 页)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活的灵魂”是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世

界观，根本目标则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首先是以 “不忘本来”为坚实根基的，是以 “守

正创新”为建设方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本来”，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所坚守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马克思所创建的 “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展现出新时代的真理力量。这就要求我

们以“守正创新”的哲学理念，重新阐释马克思的 “改变世界”的哲学及其开辟的哲学道路，重新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 “术语的革命”，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所提出的哲

学命题、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重新阐释这些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

的具体内涵和深化发展，重新阐释这些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的历史演进和范式转换中的时代内涵和思想内涵，从哲学理念、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哲学原理

上，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奠定 “守正创新”的 “阶梯”

和“支撑点”。

以“不忘本来”和“守正创新”为坚实基础和建设方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

原创性，又必然和必须是以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传统、哲学理念、哲学精神和哲学思想为根基的。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

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2016 年，第 17 页) 中国哲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

中，既形成了自己的特有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又凝练出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理念和中

国哲学精神。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的中国哲学，

构建了以天地、内外、物我、人己、理欲、仁智、义利、道器、性命、礼义、知行等为基本范畴的富

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哲学范畴体系，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求新的发展观、自强不息

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人类大同的理想观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范畴体

系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最为深沉和最为持久的文化自信，既是 “我国的独

特优势”，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创性的不可或缺的根基和源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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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并非仅仅是中国哲学家个人的

体悟和思辨，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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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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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理想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

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的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因此 “应当把哲学研究的

主要精力转移到创造中国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方面上来”。( 高清海) 这种 “转移”，并不是简

单地以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 “置换”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而是以中华民族的体验和思辨去寻求创

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指引和

行为准则。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不仅必须以“不忘本来”为坚实根基、以 “守正创新”

为建设方向，而且需要以“吸收外来”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

代，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更需要以 “哲学对话”的方式吸收世界哲学的研究成

果，形成富有时代内涵的哲学命题、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进入 21 世纪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中、西、马对话”的过程中，不仅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哲学、

分析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生态哲学，以及胡塞尔为代表的

现象学、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杜

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 “后形而上学”，而且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了

自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地探讨了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哲学命

题和哲学观点，深入地反思了这些哲学命题和哲学观点所体现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思想，在回应当代各

种哲学思潮中，升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包括哲学观、真理观、价值观、正义观、自由观等

哲学基础理论的理解与阐释，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

的把握与研究。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在自觉地 “吸收外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以 “广泛而深

刻的一致性”去看待当代哲学所面对的时代性的哲学问题，而且必须以 “广泛而深刻的矛盾性”去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当代哲学思潮对时代性的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改变世界”的哲学立场并真正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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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以 “不忘本来”为坚

实根基、以“吸收外来”为理论资源，更要以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的视野和胸怀

“面向未来”。20 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跃迁，社会信

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个体社会化，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的世界和时代。这就

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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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为根基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追求，以当代人类文明

形态变革为导向的标准与选择。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时代性的人类性问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对“新时代”的时代内涵作出有学理性的理论概括，对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作出有规律性的理论升华，对 “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作出有深度的理论阐释，

对“新时代”的文明内涵作出有引领性的理论论证。这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带有根本性的 “问题导向”。习近平同志指出: “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

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习近平，2016 年，第 20 页) 发现当代人类所面对的

各种现实问题，筛选关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所蕴含的重大理论问

题，从而为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提供具有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和哲

学思想，这是“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

( 下转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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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9 页)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必须要以马克思 “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 “活

的灵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理论思维，从而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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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由具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所构成的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活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照亮当代中

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革，这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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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Constructing a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Sun Zhengyu

The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of an academic system are not only symbols of the maturity and strength of
a discipline，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its 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and self-confidence. To construct a
Chinese academic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we should take“practice”as its core category and explanatory principle，and take“changing the
world”as its“living soul. ”We are committed to deriving a new theory of the academy and outlining new
practices of regularity from the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ideas; doing so with a v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does not forget what comes before and that absorbs that which is foreign and future-oriented，so that we
can illuminate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and lead changes in th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shaping a new spirit of the age with philosophical ideas，propositions，meanings，and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Marx's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Hegel's Dialectics in Das Kapital

Zhang Wu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Marx discovers that the abstract concepts become directly into
reality in modern society，which i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Hegel's“objectivity of thinking. ”Marx also
discovers in Das Kapital that there has a structur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Hegel's dialectics
on the basis of capital movement. Therefore，according to Marx，Hegel's dialectics is an appropriate form to
describe capital movement. However，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Hegel's
dialectics，which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Marx has deeply engaged in investigating substantial content of
capital movement rather than applying dialectics as an abstract form to capital movement. Based on the“real
subject，”Marx completes 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Hegel's dialectics in Das Kapital.

Understanding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Light of“Local Knowledge”

Chen Shaoming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in general from a
dynamic point of view. Inspired by current scholarship in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considers Chinese
philosophy as one form of knowledge that initially derived from local knowledge and has maintained its local
peculiarity ever since. Thereby，the ess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must be reveale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history. On the one hand，its relevant concepts or categories are deeply rooted in its specific cultural
experience; on the other，the procee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over time demonstrates a clear rational
tendency toward universality. Furthermore，similar ideological phenomena can be found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n that basis，a two-layered hierarchical solution will be put forward regar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first is to universalize the ideas and concepts in question，and
the second is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former aims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thought whereas the latter seeks to demonstrate the depth of relevant life experience. Overall，it endeavors to
mak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 well-grounded intellectual project.

·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