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2 卷第 5 期 2019 年 9 月
Vol. 72 No. 5 Sept. 2019 024∼031

DOI:10.14086/j.cnki.wujss.2019.05.003

构建“强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韩喜平

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需要以“强起来”为目标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身进行系统而认真的理论建构。中国

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发展和世界变化的格局，以马克思主义为领航，构建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摆脱“学徒”思维，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要

坚持问题导向，从总结中国及世界的发展经验、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等方面着手，构建与“强起

来”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的、能够发挥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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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党的十九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分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

成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部署。面对如此宏伟的目标和蓝图，必须有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研究作为

支撑，亟须构建基于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身处在这样的伟大时代，

要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自觉“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

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

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2]，推动构建强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此外，“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的客观存在，需

要我们总结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需要我们拿出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的独特且系统

的中国智慧、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一、“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是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总任务，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行动路线图，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 21 世纪中叶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何为

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强国的具体内容和标准。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一个复杂的概念，到现在没有一个共识的统一定义和判断

标准。“新兴国家的政治家们多着眼于增强国力，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与发展来考虑现代化；经济学家则

从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社会学家偏爱从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方面来谈现代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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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则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4]（P16）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全面
的、动态的、世界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目标的，是表

征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来说，这是一个要求生产力质量不断提升、物质财

富数量不断增加、社会规则和秩序不断完善、精神价值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且物质积累、秩序演进和价值

引领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国家、社会和个人全面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达到一种向上、向前的现代性状态。从发展形态上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永

不完结的过程，是动态的。因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是发展的，要放在世界坐标体系中去衡量。所以，现

代化强国的指标体系自然更需要在比较中体现。具体地说，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是多重的，站在新的

时代来看，至少要体现在富裕的人民生活、强大的国防军队力量、处于前沿地位的科学技术以及强有力

的话语权等方面。富裕是强起来的物质条件，要强首先要富，“富”“强”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字，它们具有

相同的含义，强起来的质变的度必须在富起来的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达到。历史证明，无论是奴

隶社会的古罗马、希腊，还是封建社会的汉唐，乃至近代以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交替作为世界强国，其

前提都是首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富裕，最终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国。强大的国防与军队既是强国的标志，

也是强国的保障，是一个国家能够强起来的重要支撑，更是一个国家持续保持强国地位的核心力量；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社会前沿科技的引领地位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只有占据科技前

沿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因此，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包含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

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等勾画现代化强

国的多项要求。

现代化强国的具体指标除了经济总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

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所谓软实力，一般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

对世界的感召力的因素。也就是说，强起来的社会总是需要话语权的强大，要求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占据

重要地位。因为人是文化的，其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人类从开始有意识地反省自身作为一个类、一个文

化群体而存在的那天起，自身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就成为始终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也就是人类要为自己生

存和生活的形态是以存在特定样式呈现而寻求正当性的解释。“语言变成了一个认识对象，就像其他认

识对象一样：语言在生物旁边，在财富和价值旁边，在事件和人类的历史旁边存在着。”[5]（P386）其实，
言必称希腊、汉唐盛世、启蒙运动、资本主义文明、明治维新等，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突出其价值和意义

的。可见“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

思想先导”[1]。新的时代富有解释力的话语权不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国族如此这般生活的合理性根据，更

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葆有自身文化自信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且，话语权主导着世界和人类发

展的走向，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自然也会反映到规则、习惯等文化权上，我们无论从现

代化强国的内涵和基本要求，还是历史地考察各个国家强大的基本要求，乃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具体内容来看，建设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应该是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我国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中就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3]。

首先，从理论上讲，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是由生产方式

变化所带动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化生活是现代化的体现，也是现代化的内容。在现代社会，人们

常常从文化层面上为全新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寻求根基。最为典型的是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它要

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寻求文化安顿的焦虑心态。所以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非情感性、

个人取向、自致性、专一性和普遍性原则将越来越占支配地位。”[6]（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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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历史来看，强国发展历史进程都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龚自珍研究历史兴衰时曾言，“灭

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话也可反过来说，欲兴一国，必先兴其文化。历史的经验证明，唯有文化上的自尊、

自信、自主、自觉，才能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强盛之路。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英国比较长期的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的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对德国完成统一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的作用，都印证了文化对国家强盛

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文化是内在于国家的发展逻辑中的。

第三，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

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文明的体现，而且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已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不仅是消解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重要领域，更能够定义何谓美好生活，为怎样认识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美好

生活提供路径。

在文化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处于基础地位，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系统地论证了为什

么当时的德国人在哲学上是历史的同时代人，实际上其中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对

整个德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凸显出在国家从落后走向强盛的历史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所起到的关键性

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更是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7]（P9-10）这充分体现了哲学
社会科学对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系统地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之基础作用的具体实现过程。

二、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

观察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将其放在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大

历史中去看。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新文明转换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的。强起来的社会首先应该有物质支持，经济发展是其必备条件。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伴随

着强起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并非空中楼阁，它是仰赖社会物质经济生活

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形成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
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7]

（P147）而且，生产不光生产物质条件，同时也生产文化方式，且这种文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再生
产的方向，它是作为生产的一种要素嵌入人类整个实践活动中并发挥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并非外

在于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在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基础上具体

展开的，一个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依赖于富裕的国家和社会。富裕是强起来的物质条件，强起来

是富起来的充分拓展和全面升级。富起来阶段的各项指标与条件更多是量化形式的，是以谋求发展作为

核心指向的。进入强起来的阶段，则需要从线性量化形式向立体结构化的形式升级，它是在量化积累的

基础上通过优化发展结构和协调发展要素来形成全面科学的发展局面。因此，强起来的质变的度必须在

富起来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够达到的。在强起来的目标和历史使命中，不仅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对站

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的宝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同时也需要对强起来的历史使命给予充分理解

和清晰把握。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担负着从富到强、理解富进而明确强的重要历史任务。中国近代之所

以遭受磨难，首先是当时的国力不强，落后就要挨打，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积贫积弱，没有话语权

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反观近代以来的荷兰、英国，作为世界强国其前提是人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

乃至古典经济学的支撑，都是通过贸易、产业革命等完成资本积累及其创新发展。近代德国的崛起是在

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统一进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是洪堡教育理念和大学构建模式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的结果。美国的崛起则是在独立战争中完成了政治上的外部独立、在南北战争中完成了经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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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整合的基础上，以及美国以纽曼对现代教育理念的调整和革新的进一步实践，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

家的比较优势，世界文明的中心才逐步由欧洲转向了美国，美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国家。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P875）要建设强
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历史机遇。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

学大发展的时代。纵观历史，“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

导”[1]。要具备强起来的文化的领先一般要经历世界的重大变化，制度更替，或者是秩序重组。比如，随着

制度形态的变化，以奴隶社会为主体的古希腊城邦时代通过特殊的政治制度形式迎来了西方的第一个

文明时期，国家的发展强盛使其在希波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苏格

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巨大，为世界贡献了较为成熟的民法思想和相对精致的政治结构模

式。进入封建社会，教会统治下的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人性的唤醒与复苏成为整个欧洲面临的问题。

而东方中国从先秦封邦建国式的诸侯封建制，到秦郡县制的短暂施行，再到汉代郡县与分封并行的混合

政治治理模式，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兴盛，通过科举制度解决了门阀政治痼疾的隋唐开创了中华盛世，中

国的汉唐文明成为世界的引领方向，伏尔泰等哲学家都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典范，因为中国在没

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影响下能够绵延发展几千年而没有社会断裂，西方人难以想象，中国的社会伦理

结构和价值体系在没有教会约束的情况下完美地解决了“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当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到

了世界殖民时代，在进化论蔓延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坚船利炮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社会达尔

文主义风行，这个时候的中国就不再是启蒙早期人们所谈论的那样美好，反而成了落后的象征，成了文

明还没有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原始文明形态，连《论语》这样的典籍都被视为“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9]

（P130）。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光荣革命奠定的政治局面推动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革新，从而将欧洲
一隅的英国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点，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

分析，认为“预定论”和入世禁欲主义的文化生活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文化基础。韦伯充分肯定了

文化生活作为一种要素对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基础作用。“我们不妨把禁欲主义新教看

作为统一的整体”[10]（P121），“预定论”和“天职”观念与禁欲主义相配合，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提供
了物质积累的原始动力和优良土壤。随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成为发展的主导思想。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
修补制度弊端，在文明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同时也为我们发展中国思想提供参考与借鉴。当代中

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

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

三、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机遇

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具体内容。人们创造新的历史是“在直接碰

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P669）的，同时“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我
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11]（P3）。按照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理解，“每一个理论问题都会被发现是与一个生活中的问题相对应的，而只有通过政治对经验

的转化才能够真的得到解决”[12]（P23-24）。对于蕴含着“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更是如
此。如果我们仅仅从理论层面探讨指出了一些问题，没有以变化着的事实为依据，没有关照到时代的问

题，没有把握时代脉搏，没有反映人民心声，就不会切中中国现代化强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不会推动

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世界社会发展格局，中国特色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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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条件正在逐步成熟。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功的经验总结和现代化强国目标，为我们构建强起来的哲

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支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艰难局面，为

了民族复兴，仁人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投入

到可歌可泣的民族救亡中去。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担负着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 70 年的发展，我们在不断探索中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开放的伟
大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近 90 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 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居民受教育
程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48.1%，居民平均预期寿命 2018 年达到 77.0 岁，都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消灭贫困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需要新思想新理

论，一方面，中国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是历史、实践、理论、制度逻辑发展的必然

结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对寓于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理论中的发展经

验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总结，并且立足于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站位，为发展中国家探

索现代化提供新路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

们破解。应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新观点、新论断、新理念，科学回答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

的真谛，不断开拓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第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解决世界发展的困境需要新的理论

支撑。世界文明的转型往往源于原有文明的危机，要求有新的理论支撑来转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阶段。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使世界面

临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生态污染、资源告罄、分化严重、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美国发展

势头也不比从前，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而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70%；西方发达国家也不甘于被动，世界格局出现了奇怪的曲折，原本倡导全球化
的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行为，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公开挑起贸易战。进一

步深层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资本和利润价值上的，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破坏，导

致极端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燃料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沙漠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严

峻。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受到的不仅是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间的冲突，还有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

的更为根源性的冲突，而弗朗西斯·福山所提到的历史的终结则认为是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这表明，近代以来以追求财富增加为唯一目标导向、以自由主义为基本遵循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

解释世界、引领发展、破解世界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困境。德国学者托依布纳在《宪法的碎片》中对这

样的困境有着极为细致的分梳。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

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催生思想，实践产生理论，当今世界的发展更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

治理方式，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的独特文化为我们构建适应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文化支撑。中国一直有着独特

的文化，这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一直延续的深层原因之一。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意义结构和价值体系具有

独特魅力，从先秦时期起就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绵延至今，影响了整个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金规则，对文明间平等对话，进而破解文明冲突问题所特有的优势等，都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中仍然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虽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简单延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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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但是延绵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深厚的文

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

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13]中华

传统文化绵延赓续的文化基因、多元一体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思想精华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提供了深沉的文化自信、丰厚的核心价值养分、厚重的软实力基础。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救亡图存的重要关头，我们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嘉兴南湖上的一条小船开始，以“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4]为核

心的革命文化，伴随着共产党人近百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成为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引领中华民

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用这些在实践

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与自信。同时，我们在不断完善理论的过

程中，需要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以及总结成功经验、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困惑，用

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及时总结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总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正在从大变强，自身的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

性显著增强，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意蕴深、富内涵、集大成、谋长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智慧和中国人民最磅礴的力量，定能

在伟大的新征程中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为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力量，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四、加快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路径

建设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中国的新发展和世界的新变革也为我

们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

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按照总书记

要求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1]的思路，加快构建强起来的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领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

社会、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力量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

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下取得的，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

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指引着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迎接强起来的历史节点。同时，新的

时代以自由主义为引导，追求物质财富增加的社会发展理论遇到了人的迷失的困惑，所有的社会科学又

似乎回到“人的发展”这一主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应该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提供方向

性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应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

法，专业性地回答实践问题，并与时俱进地推进各学科的发展，根植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探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此外，在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要坚决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作斗争，要善于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领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摆脱“学徒”思维，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压迫和欺凌，有志于救亡图存的知识人士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不断反省，中国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局

面，向西方学习是一种自然选择。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武器到文化再到制度，屡屡失败的教训证明了

体制的整体移植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的照搬更是不可能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优秀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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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吸收和借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

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理论成果。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哲学社会科

学层面的这种学徒思维并没有根本改变。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成果，要总

结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应该摆脱学徒思维，按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

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以平等的状态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交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碰撞和讨论；

就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用中国的理论总结中国的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

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让世界知道中国学术、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归纳中国及世界的发展经验。“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

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在面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状态、

破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要素之一，是实践的一部分。有

生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用了近 70 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

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3]。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中国实践、探索发展真谛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

的核心目标。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经验值得世界参考。同时特殊性中有着一般

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资源，解析其中成功的经验为世界发展提

供破解经验，这也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职能，是建设强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资
源。同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于世界之外。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进一步提升，都已经不能单纯地仅仅考虑国内情况，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这

种视野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分析模式做支撑。作为进入强起来时代的大国，中国在

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过程中不能缺少国际视野，应该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中国为根据来看待世

界，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在当今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需要且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破解世

界问题，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的思想。

第四，坚持批判性思维，对哲学社会科学元问题进行追问。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充分吸收

人类社会已有一切有益成果，同时也要立足于人类发展的新实践进行合理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

论知识的重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论是知识还是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范畴和

时代局限，都是那个时代相对真理的存在，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性存在。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些知识和理论的范畴可能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比如从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有些知识和理论的证成过程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全面、不充分，存在“例外”的可能，比如奥尔森

《集体行动逻辑》一书虽然一些结论有着重要的价值，但在论证过程中却存在着逻辑和推理上的错误。

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允许存在的不完美，对这些问题进行修补修正完善就基本能够解决。

但有些问题属于立题、确证等基础前提方面的错误，比如，随着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人类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已有理论认识可能要重新书写，以此来反映自然科学进步的最新成果。对这类问

题的解决属于颠覆性、破坏性的知识和理论创新，而这样的创新恰恰是最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创新，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须作出的理论贡献。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

之地，必须在基础理论创新上重点发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批判性思维并进行彻底性批判。所谓元

问题批判，就是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似是而非的、约定俗成的、不证自明的知识和理论进行“打破砂锅问

到底”式的批判，从而形成新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而形成新的学术流派，带动国际学者一同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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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学术活动过程中，在批判交流中实现知识和理论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贡献学术增长点的

重大发现，是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和建设者，自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世界的贡献。如果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世界性贡献多一些，那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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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Getting Stronger” System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Han Xiping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people to know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world, and also the important force fo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level of devel-
opment in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flects a nation’s thinking power, spirits and civility, and also
reflects it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make China a pow-
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quire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systematically and
profoundly so as to “get stronger”. Researchers in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get rid of parody thinking, face new problems,
as well as summarize the developing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a time when China is develop-
ing rapidly and the world pattern is changing dramatically. On this basis, we could finally construct a “getting
stronger” system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iving impetus 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owerful modern country; getting stronger; culture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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