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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特约专家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就是: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 ,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 ,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 ,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
学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的回答 ,指导当前中国的实践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如此繁难和艰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 ,在其推进过程中必然要一再面临诸多有待澄清和

明确的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例如 ,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够中国化? 创立于
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能够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何在? 当前和今后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如此等等 。概括起

来 ,这些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可能 、如何可能 、为何必要以及应该确立怎样的理论视
野和坚持哪些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的问题 。应该说 ,这些问题都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途和

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 。例如 ,倘若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根本不可能之

事 ,那么 ,也就根本谈不上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 ,当前和今后要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 ,我们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澄清这些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 。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承载者。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前提性的

方法论问题 ,往往也关涉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 ,当前和今后应如何推进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直接地就是应如何开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 ,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作

不懈的理论斗争 ,特别是必须坚决反对各种表面上极其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精神完全相悖谬的教条主义。强调这一点 ,对于当前和今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繁荣我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其重要。这是因为 ,在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老式的教条主义被从

大门驱逐出去以后 ,现已改头换面 ,在“回到文本”的堂而皇之的名义下并以“文本崇拜”的形式从后门重

又登堂入室;与此同时 ,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即对洋教条的迷信也相当盛行 ,一些人极其迷恋的“以西解
马” 、“以西评马”和“以西誉马”便是其突出表现。诚然 ,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必须以准确 、全面地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 ,也必须认真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 。但是 ,如果像

“文本崇拜”那样痴迷于文本而无视中国的当前现实 ,或者像洋教条迷信那样惟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是从
而不对之作具体分析 ,一句话 ,如果只“唯书” 、“唯西”而就是不“唯实” ,那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

业就会毁于一旦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认为 ,当前和今后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现我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本期刊发的 4篇文章 ,都从不同的侧面和维度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的关

注。虽然它们并未尽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各个方面 ,作者的观点也不一定能为所

有人认同 ,但这些探讨至少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的方法论问题极为重要 ,应该大力加
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