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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上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特约专家　汪信砚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两
个既内在相关 、又相互区别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层面 ,其核心内容是人们立足于中国

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 ,以及为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相关哲学探索 ,当然
也包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课题本身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根本目的是

要探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范导 ,它本身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途和

命运 。也正因如此 ,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 ,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事业的自觉反思和不懈探索。但是 ,以往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宏观层

次上 ,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毛泽东哲学 、邓小平哲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标志性成果。这种研究层次 ,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深度;仅仅停留在这种研究层

次 ,很难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当前和今后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必须深入
到微观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 ,当首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近百年来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是在中西文化大激荡的条件下进行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因此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在空旷的历史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结

合起来的过程 ,而是一个包含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探索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
思主义哲学不断地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交汇 、互动和激烈论争的复杂的 、丰富的总体 。要真正揭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首先就必须理论地再现这一丰富的总体。为此 ,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交汇和互动而言 ,我们

既要认真甄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哲学和中国社
会现实 、特别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和对立 ,也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

社会文化思潮在交汇 、互动和激烈论争过程中的互相影响 、借鉴和吸收;既要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批判 、超越和战胜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方面的成功经验 ,也要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思想交锋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重要教训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

身的理论探索来说 ,我们既要具体考察不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哲学思想中
吸取了哪些思想养分 ,从时代和中国现实实践中提升出了哪些哲学问题 ,也要深入反思不同时期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运用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 、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既要充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大标志性成果的毛泽东哲学 、邓小平哲学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 ,也要高度重视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

在多维度地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思想史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在 20世纪 30年代明确提出

并由毛泽东首次作了科学说明的。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与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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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有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不仅有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渊
源 ,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经历了长期 、曲折的发展过程。系统地清理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流 、发展轨迹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和理论得失 ,是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开
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 ,也应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及其思想的个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要 ,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的结果 ,它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血和智
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 ,无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贡献。不了解

他们每个人高度个性化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从而
也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换句话说 ,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
提高到总结规律的水平 ,就必须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各个阶段上一些重要代表人

物的思想 ,考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贡
献 ,弄清他们个性化的哲学创造的实现过程及其留下的经验教训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停留在宏观层次的情况下 ,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及其思想的个案研究 。例如 ,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上 ,正如对待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 ,人们一般都强调
毛泽东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 ,至于毛泽东哲学中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本人

的哲学创造 、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 ,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其实 ,不对陈独秀 、李大
钊 、李达 、艾思奇等一系列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作深入的个案研
究 ,我们既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 ,也无法

真正说明何以只有毛泽东才能集中全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而创立毛泽东哲学 ,从而也就不可
能通过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微观层次的研究 ,还应当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外两方面的比较

研究 。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 ,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有助于我们发现
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 。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 ,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
运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 ,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 。显然 ,这种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 ,是以前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的个案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深入的个案研
究的基础上 ,通过他们的哲学创造和理论贡献的比较研究 ,我们就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
坚持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 ,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 。二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 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民族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 ,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东欧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 ,虽然它们

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 ,在理论视角 、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
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本国 、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都是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和方面 ,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必然在若干
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

苏俄化 、东欧化 、朝鲜化 、越南化等的比较研究 ,必将在确立起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世界视
野 、世界眼光的同时 ,从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 。这种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为我
们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的特殊规律 、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
本期刊发的 4篇文章 ,其立足点都在不同程度上落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微观层次。

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更多学者对于在微观层次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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