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8卷　第 2期

200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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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58.No.2
Mar.2005.156 ～ 160

收稿日期:2004-12-2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兼论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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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 、伦理学研究。

[摘　要] 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需要从“人类总体精神”这一视

角去进行 ,即从理解与解释何以可能这一视角去进行。同时 ,也需要总结和概括以往马克思主

义者在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丰富经验 ,并从中获取有益启示 ,以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健康顺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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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并试图从解释学这一视角对它做些许探

讨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回应。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渗透着人类理解精神 ,甚至不啻是一

个较有意义的释义学范例 ,这对于我们回答前设问题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因此 ,我们也就有了将这两者

置于一处加以讨论的可能 ,或许它们会产生相互映证的效果 。

一

一种理论 、学说 ,特别是哲学 ,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度 、民族之间传播开来 ,不仅为其所在国家的人

民所接受 、为本民族所认同 ,而且也能为他国人民所接受 、为其它民族所认同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具

有一种总体精神 。只要一种理论 、学说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精神 ,它就能为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和世界其

它民族所接受和认同 。而哲学 ,正是以揭示人类总体精神的发生 、发展为依归的 ,因此 ,凡以揭示人类总

体精神为目的 、且又的确从不同侧面和视角揭示了人类总体精神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哲学 ,就获得了声名

远播的权利。

“人类总体精神”这一概念可从解释学中予以提炼 。弗里德里希 ·阿斯特在谈到我们如何理解陌生

的精神时这样说到:“存在的东西包含在精神中 ,正如无限的光折射入千种从一个源泉而来的颜色中 ,所

有的存在只是折射入暂时东西里的大一(the O ne)的不同表现 ,而所有东西最后再消融于大一之中。”[ 1]

(第 2 页)正因为所有的事物以及由对存在着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共同来源 ,因此 ,使得它们之间可以相

互理解。狄尔泰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他把那个使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总体精神 ,称之为“客观精神” ,

我们接受它的熏陶 ,从中吸取营养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也才有可能通过它而相互理解并相互接受 , “从

我们呱呱坠地 ,我们就从这个客观精神世界获得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 ,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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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及其生命表现 。因为 , 精神客观化于其中的一切东西都包含着对于你和我来说是共同性的东

西。”
[ 1]
(第 97 页)到了伽达默尔 ,狄尔泰的“客观精神”演变为所谓“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 ,亦即意

味着 ,当我们对各种事件和精神现象进行理解时 ,由以往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种精神成果会对我们的理解

发生效用 ,影响到我们当下的理解和各种理解活动 。

“人类总体精神”首先是它的总体性 ,但这种总体性不是一个确定的“总量” ,或有限数列的集合 ,毋

宁说它是一个无穷数列的集合 。因此 ,人类总体精神是发展着的 ,因而也是上升进步的。倘若它是有限

数列的集合 ,那么 ,总有一个时间 ,它将静止下来 ,停滞下来 ,而一旦如此 ,它也就不可能继续随人类历史

的进步和发展而前行 ,人类精神所获得的新成就将溢出这“总体精神”之外 ,所谓“人类总体精神”之说就

失去其“总体性”涵义 。因此 ,总体性就在于它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并兼包并蓄地将人类精神的一切成

果开放性地统摄于其名下 。总体性也表明 ,人类个别精神活动及其所获之成果都是这总体精神的一个

部分 ,都将体现和反映这个“大一”的精神。倘若个别精神活动逸出人类总体精神 ,这个别精神现象就难

以为人们所理解而不得不被弃置 ,只有被纳入人类总体精神的精神活动和其客观化的事物才能被人类

精神所理解 ,并融入这总体精神之中。

其次是其客观性 。人类总体精神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即它不是某种先于自然 、世界和人

类而存在于某处的“原点”或“种子” ,也不是抽象的 、循环着的所谓“大一” ,即不是所有存在都由其产生 ,

而又复归于其中的神秘本原。人类总体精神就是人类存在之总体状况的精神表现 ,它具有客观的来源 ,

它受人类存在之总体性的制约 。不仅如此 ,个别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之是否能成为人类总体精神的一

个部分 ,取决于它们能否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改善有所助益 ,即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之需要。

因此 ,人类总体精神也好 ,构成这一精神的各个部分也好 ,对其进行评价和权衡也就有了客观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特别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 ,一个根本

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 ,是人类总体精神的真正反映

者和体现者 ,它能够极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特别能够满足饱受苦难 、盼望着获得自由

和解放的中国人民的需要 。

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得益

于我国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研究和传播 ,而在这一过程中 ,必然会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人类总体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它代表着人类总体精神发展

的方向 ,那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必然易于为人类精神所理解 。它不能像某些神秘主义哲学 、概念哲

学 ,也不可能像科学那样编撰出一些倔牙赘齿的概念和“人工语言” 、“符号系统” ,弄得许多人不明白。

科学可以只使少数人懂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却不能如此 。哲学所使用的应是生活语言 ,是与人类的实践

交往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系统 ,所以哲学就应当是晓畅明白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理解 、进行解

释 ,必须把握这一点 。其次 ,要从整体和部分的结合上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某一部分的介绍 、宣传 、解释 ,一定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精神联系在一起 ,脱离了马克思主

义的整体精神 ,对它某一部分的理解就是不正确的。由此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只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使人们接受 、理解 、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有必要将

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一并加以介绍和宣传 ,只有这样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才能变得深

刻 ,对其作用 、地位才能认识得更清楚 、透彻。当然 ,这对解释者而言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即解释者必

须系统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不仅对其整体精神 ,而且也对每一个部分有全面 、准确 、深刻的认识和把

握。再次 ,要介绍 、宣传 、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必须具备很高的哲学素养 ,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 ,是不

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不仅哲学素养和功底对于一个志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识之士极

为必要 ,而且他还必须对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的心理以及中国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因为任何理解

和解释都要与对象 、与境缘相结合 。考虑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对文本的一种“再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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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发挥 ,都会有所“溢出” ,而真正的创造性发挥 ,乃是结合具体实际而进行的 ,因此对于一个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而言 ,他就不能单是解释者的身分 ,而应当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一

个与马克思 、恩格斯等革命领袖一样 ,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革命者。

二

理解和解释必以对“人类总体精神”有所体验和把握为前提 ,而“人类总体精神”又是对人类交往共

同体存在和发展着的状况的反映和写照 ,也是一种向着由交往共同体所决定的理想目标的趋近。因此 ,

理解“人类总体精神”就需要不仅关注人类交往共同体的命运 ,而且要与其同呼吸 、共命运 ,并实际地参

与到为人类交往共同体之理想目标的奋斗中去 ,如此 ,才能把握“人类总体精神”之真谛 ,置身这一共同

体之外 ,对其命运和前景不闻不问 ,就谈不上对“人类总体精神”之把握。

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突出反映和体现了“人类总体精神”的发展状况和趋向的伟大学说为

目标的有志之士 ,必须有其自身对人类交往共同体的关切体验和奋斗经历 ,如此这般 ,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领会方能入情入理 、心领神会 ,否则 ,必然是隔靴挠痒 ,不着边际 。李达 ,不仅仅是位通晓数国文字 ,

有着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饱学之士或一般学者 ,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为人类交往共同体的一个重要

部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和获得自由而不懈奋斗的经历。他早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

东渡日本 ,入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 ,回国后组织反军阀政府的爱国示威活动 ,失败后再赴日本 ,全力钻

研马克思主义。在很短时间 ,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并向国内撰文宣传和传播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春 ,李达回上海 ,与陈独秀 、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 ,并于 192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 ,完成了一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

义者的过渡。从那时一直到去世为止 ,李达为追求真理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奋斗不止。李达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种高度自觉基础之上的。当他试图为中华民族解放而采取实际行动并失败后 ,

他开始潜心研究能够使饱受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翻身获解放的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武器 ,投入新的战

斗。正是在这种斗争实践与潜心钻研的相互促进过程中 ,李达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凸显“人类总体

精神”之伟大思想的理解 ,因而在向人们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既能够释其精要 ,又能结合中国人民的急

迫需要来进行 ,而且能够坚决地对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批判 ,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纯洁

性。譬如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脚点 ,又是当时中国人

民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 ,而当时的张东荪 、梁实秋等基尔特社会主义分子又是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

于阶级斗争 、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对此 ,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

主义方向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 ,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直接行动” ,以“一种最有效的手

段” ,即“阶级斗争的手段” ,这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 2](第 55 , 56

页),只有通过这种手段 ,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李达的分析和批判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

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算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透彻地了解到 ,只有

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 ,且在这一奋斗中产生了关于“人类总体精神”的体验和对其有所把握的人才具备

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 ,也才有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准确到位地宣传好马克思主义 ,并使之

被其他人所理解 。

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还在于他的通透性 、系统性和实践性 。也正是这些特

点 ,使得他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取得很大成功 ,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进一步中国化发挥着一种示范性的作用 。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的通透性既表现在他建国前撰写的《社会学大纲》上 ,也表现在

他建国后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说上。《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撰写的一部系统介绍和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 ,这部书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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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部书的目的是自觉地为满足革命运动发展之需要 、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武器的 ,这从该著第一版的

醒目题字:“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中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写作这部书的目的。1939年 4月该著第四版中

则更直接地说到 , “ ……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 ,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

观和历史观 ,把精神武装起来……因此 ,我特把这本书推荐于战士之前” [ 3](第 7 页)。所以 ,晓畅明白就

是必须具备的特点。即便不如此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也应当在把握精神实质的前提下 ,用人民群

众“听得懂”的语言加以阐释 ,否则 ,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 。当然 ,通

透性不是指浅显 、简陋 ,而是在于不是从概念到概念 ,由理论到理论 ,而是用中国化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

哲学透彻地予以阐释 ,这实际上是一种极高的要求 ,只有既精通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

又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之表达功夫 ,且对国人之文化心理习俗有所了解的通达之士才有可能做到 。而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堪称典范 。他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深理解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以贯

之的唯物辩证精神为红线 ,以晓畅明白的语言平实清新的风格 ,宏大视野和条分缕析的细心阐述了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为毛泽东“两论”作解时 ,李达以同样的精神和情怀 ,且以自

己的丰富的历史 、哲学史 、科技史 、自然科学以及实践斗争的经验材料对之进行了详细解释 ,既准确说明

了原意 ,又对若干观点进行了发挥 。正是李达和类似于李达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和潜心的工

作 ,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铺垫下坚实的基础 。

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使人懂 ,让人接受 ,而且必须系统化 。按照解释学的观点 ,一种“文本”

(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 ,一种理论和学说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文本”)要获得理解并给以解释 ,必须进

入所谓“部分和整体的解释学循环” ,即我们对“文本”之整体的理解 ,必须以对部分的理解为基础和依

据 ,而对每一部分的理解又必须以对整体的把握为前提 ,这是一种理解得以循环加深的良性发展过程。

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 ,作为研究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通过循环来达

到对它的真切认识 ,对于传播者 ,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介绍和阐释 。这正如列宁

所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不能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前提 、部分 ,否则 ,就有可能使之

“失真” ,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 4]
(第 221 页)。广而言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理论之间密

切相联 ,要准确到位地传播 、宣传 、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介绍

和传播 ,这对于人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极大帮助 。李达在这方面做的一切 ,堪称楷模 ,仅

1932-1937年间 ,他就发表了《社会学大纲》 、《经济学大纲》 、《货币学概论》 、《社会进化史》等 4部专著 ,

《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多篇学术论文 。他还先后发表过多种马克思主义法学 、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

著作 。从李达宏富的著述和广阔的涉猎领域来看 ,他是力图从整体性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 ,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亦是放在整体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大背景上来进行的。惟其如此 ,李达在 30年

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 ,就其所“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 ,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 5]
(第 738

页)。

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忌从概念到概念 ,从理论到理论 ,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必须有的放矢。

要有的放矢 ,首先就要找到“的” 、即靶子 ,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个“靶子”。我们要做的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枝箭去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靶子” ,惟其如此 ,才能满足

革命和建设之需要 ,才能为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亿万人民所接受 ,才能真正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当然 ,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不是各取所需。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 ,要

求我们做到两点 ,一是全面准确地掌握理论 ,没有这一点 ,我们就有可能用片面的 、甚至错误的理论去联

系 、指导实际 ,其结果可想而知;二是必须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和各种“境缘” ,对它们不了

解 ,势必会无的放矢 ,也肯定不会激起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和需求 。再者 ,理论是抽象的 ,各种实际和“境

缘”是具体的 ,如果对具体的实际和“境缘”不了解 ,试图用抽象理论去规范具体的实际和境遇 ,其结果就

只能是削足适履 。总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走理论联系实际这条路 ,要走这条路 ,两件东西

不可少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精湛研究 ,并准确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二是对中国实际的深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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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把握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判断和理解 。李达在这两点上均有长处 。一是李达通晓四国语言文

字 ,能直接从原文中全面 、系统 、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

题上有较高的理论起点;二是李达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 ,这使他能够从社会最根本问题入手 ,潜

心观察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之状况 ,并能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 ,解剖中国社会之性质 ,中国革命之目标

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关系等 ,这些剖析和论述表明李达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全面的认识 ,这就使

得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时 ,具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和高度的自觉性 。

总之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样一个问题 ,需要有宏大视野 ,需要从“人类总体精

神”的产生和发展这样一种角度去认识和把握 ,也需要总结和概括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进程中所创造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且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和鼓舞力量 ,以使我们能把握准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并加快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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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answ er the po ssibility of Sinicization of M axist phi losophy needs us to see this topic

f rom a “ aggregate human mental” point of view .which w e could fo cus on the right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of this theo ry .On the o ther hand , we could summarize and generalize

the former w ealthy experiences created by othe r researchers and then take the advantage of w hat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our future study on this topic.so that w e wi ll have a lasting and smooth research

which wi ll brighten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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