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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际上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既是一个

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实践问题 , 也是一个关乎能否创立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导师何萍 、李维武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 以下简称《探

论》)集多年的研究成果 ,立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问题 ,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深刻地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 ,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

点 ,是一部极具原创性的佳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这一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 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探论》立足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和中国

的思想运动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研究:(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研究。作者

不是一般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 而是具体探讨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 ,即当时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2)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基本问题研究。作者强调不应当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还应包括西方

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与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关系等 , 因此应该从认识论 、本

体论 、方法论和政治哲学等多重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与内涵;(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环境问题研究。

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多种文化

碰撞 、交流和融合中予以考察。作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是停留于简单的资料整理 ,而是注重将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是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一种部门哲学 ,而是把它看做是一种超越近代理性主

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 ,因此他们把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看做是史和论的关系 ,这种将历史思维和哲学

思维紧密结合的独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保证了《探论》一书理论研究的生动性 、严紧性和深刻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和理论基础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的论述是颇具原创性的。作者将马克思主义

的东方社会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 ,并对其理论性质和内涵作了全新的阐释。过去常常把东方社会理

论看做是探讨东方古代公社制度问题以及东方社会的发展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是对唯物史观一些遗留问题的

解决。作者则认为马克思 、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涉及到了东方古代社会问题 ,但在本质上讲则是研究东方社会的

现代化问题并进而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理论。从世界历史的新发展看 ,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 ,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向世

界扩张 ,从而把东方社会也纳入到现代化运动中。如何在东方现代化发展中 , 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种种灾难 ,成为东方社

会现代化面临的难题。这实际上给历史提出了新的课题:现代化运动在不同传统的社会形态中是如何发生的? 在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 ,现代化运动的规律是什么? 通过上述探讨 ,他们实现了从以生产方式为历史进步尺度转向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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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更新为进步尺度 ,从对西方制度变革的关注转向了对东方文明转型问题的思考。因此它是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 ,其主

要内容则是东方社会应当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 ,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要解决什么样的东方社会问题呢? 《探论》一书的作者认为:马克思 、恩格斯把东方社会现

代化的最根本问题看成是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由于东方现代化是在东 、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 ,因此它体现为以文

化传统为中介的文化选择和更新过程。它具体体现为欧洲资本主义传入东方会给东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 东方社会

又应该通过怎样的文化选择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野 , 认为东方社会应

该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同时也特别注重东方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和现代化选择的能动性 , 从而使上

层建筑问题研究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 ,其主要问题在于如

何对待西方的问题 、如何处理外部与内部的关系 、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又主要可归结为如何进行民主革命问题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以及如何使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 ,又与国内其它思想相激荡 ,形成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和中国性格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应该说 ,对上述问题的论述都是本书的新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势必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 , 特别是要探讨二者结合的内在文化心理机

制问题。对于这一问题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立足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 认为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学脉渊承关系 ,使得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的生疏感和排异感;另一种观点立足于文化保守

主义的立场 ,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沟通和融合。作者则明确指出: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恩格

斯直接受过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是有其内在根据和机理的。从时代条件和理

论特点看 ,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思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使得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和

压榨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从思想内容看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都关注人的现实生

活世界;从文化形态上 ,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都是近代哲学形态的对立物。先进的中国人正是通过文化自觉对中

国传统文化作了重新阐释 ,发掘出了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相通的内容 ,积极寻求二者的结合点。作者还通过考察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多样化形式 ,指出这种结合的最终结果既对 20世纪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意识形态 、思维方

式 、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 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实现了现代化 ,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代表

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包括对“中国问题”的解答 ,“中国问题”主要也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和现代化问题。这种解答的

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以及理论如何反映实际和变革实际的问题。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历

史性变革。《探论》一书的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现实层面的展开归结为不断冲破教条主义束缚 , 破除迷信 、解放思

想 ,获得自觉性 、能动性和主体性过程。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 , 关键又在于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如何

正确看待来自斯大林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意见 、如何对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

的问题 ,这就突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论功能 ,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哲学理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关系问题。作者集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 、

自由主义 、科学主义三大思潮的关系。前两者主要围绕政治哲学展开考察。作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在中国现

代历史上是以国共两党关系为基础 ,以解决中国问题为轴心的一种互动关系;而自由主义既没有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充

分结合 ,也没有能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更没有对中国广大民众产生深刻的影响 , 这一切决定了自由主义

中国化进行得相当肤浅 ,但它对于我们处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仍有启发性意义。而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时 ,作者特别指出了科学主义思潮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化 、实证主义化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 ,指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心从政治生活转向日常经济生活之后 ,已经又一次通过文化自觉 、文化反思 , 开始消解过

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实证化倾向。

总的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一书以新的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 , 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基础 ,以中国问题为中

心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透视 ,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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