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0卷　第 6期

2007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60.No.6
Nov.2007.763 ～ 767

收稿日期:2007-03-18

现代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赵　士　发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赵士发(1973-),男 ,湖北江陵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与研究视野等问题 ,还很不足。从现代化视野出发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合理的思路 。马克思有其独特的现代化理论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包括其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化问

题 ,对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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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无疑构成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旋律 。但时至今日 ,

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上 ,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如在研究对象上依然存在着较

大分歧 、在研究内容上缺乏深入学理的分析 、在研究视野上过于狭隘等问题。笔者认为 ,从现代化视野

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不失为一条走出以上研究困境的思路 。本文在论证应从现代化视

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作了初步论

析 ,以期抛砖引玉。

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 ,本身是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对

这个问题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概括而

言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问题上 ,人们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需要尽快从学理上厘

清论域。作为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应该研究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

题的问题 ,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它又包括哪些基本问题

等 ,人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于是 ,在研究中难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质内涵的把握上歧见迭出 ,在争论中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有人则打着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 ,应有明确的研究

对象和相对稳定的话题 ,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因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从学理上厘清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域 。

其次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内容上 ,许多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的概括与局部的描述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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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内容 。正是因为人们没有从学理上弄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象 ,也就难免在研究内容上无法深入下去。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许多研究成

果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讨论问题 。如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进行描

述 ,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分别的介绍 ,基本

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三个伟大历史阶段。这样的研究成果不能说没有意义 ,但重复性太强 ,缺乏创新性和应有的理论深度。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 ,试图从学术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探讨 ,涉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的前提问题的追问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主体 、方法和途径等问题的探析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但囿于理论

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研究显得过于笼统和分散 ,缺乏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因而研究也难以深入

下去 。

最后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上 ,也还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 、方法陈旧的局限

性 ,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 ,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和内容反映了研究的视野 ,决定研究的方法 ,研

究的视野和方法又决定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 ,人们从历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

学与哲学等单学科视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较多 ,因而在研究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和

问题 ,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已经中国化 ,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也有人不能理解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看不到中国解放后前 30年与后 20年之间的连续性;还有人在研究中不能

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 ,仅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这就需

要我们立足于当代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的语境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 ,综合研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

二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 ,需要我们厘清论域与拓宽视野 ,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研究。

这一新的视野 ,就是现代化的视野① 。从现代化的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是在当代语

境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我们会

发现一幅新的理论景观展现在面前 。

当今世界 ,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现代化不仅在广度上席卷了整个世界 ,而且在深度上实

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当代全球化 ,其实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

展。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视野 ,正是对世界现代化实践进行反思与超越的理论成果:一方面 ,它形成了

一种有机整体论的眼光;另一方面 ,它生成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过程论眼光。现代化视野作为整体论眼光

和过程论眼光的综合 ,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历史眼光 。马克思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对世界历史眼光

作了深入分析与说明 ,对此笔者曾作过较为系统的研讨
②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 ,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过程中进行定位 。也只有从现代化的视野出

发 ,我们才能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 ,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系列矛盾和

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 。

首先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视野 ,为获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

时代的必然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现代化是一个重

合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就是他的世界现代化理论 。整个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奠定在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的 ,世界历史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野 。也

可以说 ,现代化视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视野 。马克思以后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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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等共产党的领袖 ,都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眼光 ,他们都将世界历史发展与本国的现代化实际联系

起来进行思考 ,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的同时实现了民族化 ,具有了民族特

点和民族风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把握 ,只有从现代化视野出发 ,才能契合马克思主义

应有的理论视野 ,也才可能得出更接近真实的科学认识 。

其次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跳出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使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具有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它们二者

是相互交织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以中国现代化为直接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反之 ,没有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必要和可能。研究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现代化 ,反之亦然 。过去许多研究都只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角度去谈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历程 ,应当指出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作用是不可置疑的 。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仅仅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联系 ,它还同整个中国

现代化的历史相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学术问题。从现代化视

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正好可以实现学术与政治统一 ,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

了基础。

再次 ,从现代化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统

一起来 ,有助于克服过去研究中过于分散与不能深入的缺点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力地推向深

入。将现代化作为一根逻辑主线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

基本过程与目的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也能够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过程中的是非得失 ,建国后前 20年与后 30年这两个阶段之间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 ,从现代化

视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还为我们开掘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问题打开了

思路 。

最后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站在世界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统一的层面审

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化 ,有利于我们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与对话 ,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问题研究 。过去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各有自己的视野 ,在许多问题上无法进行

交流与对话。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的看法 ,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是相反的 。国

内学者大多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与可能性 ,而国外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 ,没有

再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外学者们各说各话 ,无法交流 。但是现代化视野为这种交

流与对话提供了共同的平台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 ,国内外学界从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入

手 ,进而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找到了共同交流的出发点。这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问题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

三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从现代化视野出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就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

想的基本观点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意义 。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概念 ,但马克思在研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

己谈论现代化的独特话语系统 。马克思是站在世界历史高度 ,从社会文明形态更替的层面论述现代化

问题的。因此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成了其现代化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在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因而本文只作概要说明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大体说来 ,亚细

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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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页)在这里 ,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称为现代的社会形态 ,以区别于此前的社会形态 。后来 ,在《1857-

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又从人的生活方式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作了新的论述:“人的依赖

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

和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

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

阶段创造条件。因此 ,家长制的 、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 、奢侈 、货币 、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

落下去 ,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 2]
(第 104 页)在这里 ,马克思从人的生活方式角度划

分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相互联系的社会形态。其中 ,他将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之为现代社会。从现代化的

视野来审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与三形态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它们都是从世界历史发

展的高度对社会文明形态的划分。从马克思的划分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理解的传统 、现代与未来社

会形态的内容。传统社会包括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社会形态或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未来社会形态是指共产主义社

会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三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分别是自然经济 、商品(市

场)经济和产品经济 。在马克思的眼中 ,现代化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它为未来更为高级

的社会形态准备着各方面的条件。所以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基础 ,并使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

在马克思看来 ,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马克思自己也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 。仅

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现代大工业” 、“现代国家政权” 、“现代生产力” 、“现代生

产关系”等概念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 ,不仅是与“过去”相对的时间概念 ,而且更是与传统社会(或封建

社会)相对的社会性质概念 ,有其不同于传统的特定含义 ,实质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即现代

性的概括 。马克思揭示了世界现代化的实质即世界资本主义化 ,它表现为如下基本特征:一是世界的工

业化与市场化。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 ,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宗法关系 ,

使交往普遍化 ,并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

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

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 3]
(第 276 页)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普遍化。资产阶级在创造巨大

生产力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传播给其他民族 ,按自己的面貌创造新的世界 。在精神

方面 ,它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

了” ,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

里推行所谓的文明”
[ 3]
(第 276 页)。三是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 。马克思揭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主

体独立性 、主体能力和主体自由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从这个意义

上讲 ,马克思已经把握到了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实质特征。四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世界资本主义化

的结果 ,是造成了两极化的社会结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

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 3](第 276-277 页)在民族国家内部 ,造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 ,不仅

造成了国际有产者和国际无产者的对立 ,而且造成了贫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 ,使世界落后的非西方民族

从属于西方。五是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与资产

阶级革命实现现代化 ,落后民族国家要么在西方的胁迫下卷入世界市场而投身现代化的潮流 ,要么受到

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略而沦为殖民地开始畸形的现代化 ,要么积极主动地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已有成果而实现现代化。六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 ,但其内在矛盾决定

了它不是永恒的 ,必然会让位给更为高级的现代化形态 。

由上可见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独到而深刻的 ,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正因为如此 ,西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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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思想的圭臬 。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袖与马克思主义专

家学者们将它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并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实

践 ,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近两个世纪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 。从 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

国以前 ,中国人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证明 ,近代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 、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 ,无论是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还是清末新政 ,也无论是义和团运

动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 ,都不可能使中国完全走上富国强民的现代化之路。只有马克

思主义及其现代化理论 ,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现代化理论的指导

下 ,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与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化理

论中国化的成果 ,中国终于走上了独立自强的现代化之路。今天 ,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中 ,中国

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在不断反思现代化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 ,提出

了科学发展观 ,开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深入的具体体现。

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不断取得成功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成就 ,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化与世界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贡献。

注　释:

①　参见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 , 载《科学社会主义》 2002 年第 3 期。

②　参见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 ,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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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nization of M arx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 f China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contempo rary China.But there w e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llegibility of object , superficialness of

content , and st rai tness o f visual f ield.The way to reso lve them is to research these issues f rom the

visual field o f mode rnization.Karl Marx had his special theory of modernizat ion.It is very impo rtant

fo r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study M arx' s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and its si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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