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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并在传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

言说方式。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其建构的可能性与面临

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首先思考与回应的。

一、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定位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是在特定历史定位下进行的，这决定了其建构的基础与必要性。

第一，中国历史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脱胎于近代中国社会由农

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巨变，是历史宏观变革的产物；另一方面直接产生于中国近代的革命

历程，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在近代化的阶段，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遵循的主要是“革命逻辑”。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构的可能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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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可能性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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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变使得中国的现实实践状况发生了转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

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和出场。

中国取得革命斗争胜利后，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由如

何进入工业文明、步入现代社会转变为如何发展自身的工业文明、如何重写自身的新现代性，由如

何夺取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转变为如何改革发展自身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历史的这种由近

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一方面要求我们聚焦当下新的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规划中国的发

展方式，探索中国道路；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探索与理论形态建构的时

候，“由‘革命的逻辑’转向建设逻辑、改革逻辑和发展逻辑，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

路、文化”[1]。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这种历史时间序列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进一步完善与

重构，以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新时代所包含的种种新目标、新任务、新布局、新方式

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

第二，中国发展由全球化向中国化转变。全球化是近代人类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全球化的霸权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剖析，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全球化的运行方式、问题症结、历史地位、未来走向等做了科学

揭示与反思批判。中国就是在近代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被迫融入世界，并发生从传统到现代、从革命

到建设的诸多历史性转变。这些历史性转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马克思主

义哲学自进入中国起，就在不断转变自身，不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要素，实事求是

地把握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实践状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构成中国对全球化的回应与补充。中国在资本全球

化的历史场景中逐渐由被动顺应转变为主动创造。“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在发展道路探索、理论制度创新、思想文化建构等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丰富了全球化的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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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复杂的问题与前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

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这不仅

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层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发展的创新性、生态性、公正性、开放性、协调性

等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因此，在这全球化向中国化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延续中国道

路，继续深入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要求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

创新性的理论形态。

不论是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的历史时间序列转变来看，还是从全球化到中国化的历史空间序列

转变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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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

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古今中外

丰富的思想资源为这种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自产生起就处于不断地流动、融合、再造的过程中，形

成了儒家、道家、佛家等流派，其中儒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儒学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流派思想，又形

成了理学、心学、朴学等学说。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排斥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且其本身就是融合

的产物。这为同样作为思想融合产物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借鉴的模式。“不忘

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根

本”[1]。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贯穿并塑造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是当前中国民众和

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以近乎基因遗传的方式嵌入中国历史

进程的每一个时代，不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中国传统哲学都必然是思想理论形态建构的本质要素

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话语”重要的理论起点，“中国话语”要想体现当前思想文化的继承性

与民族性，既继承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又保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哲学。另一

方面，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理论形态，这就要求在中国传统哲学视域

下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创新。

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主体内容，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

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做了系统分析，对现代社会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线索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做了深刻剖析，同时对资本主义灭亡与共产主义到

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做了科学预测。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依旧处于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场域中，中

国道路的开创要依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为中国分析社会历史发展

状况与趋势提供有力思想武器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近代以来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转变发展方式与目标，取得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都是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实现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

步挖掘与重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被中国话语重塑，同时也服务与创造中国话语。

三是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日渐式微，

但并未因此而彻底断裂，中国传统哲学也在积极融合西方思想文化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哲学体

系。例如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坚守中国传统哲学与儒家文化，

将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融入传统文化。此外，近代以来传播、应用西方思想文化的学者、革命家，都

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积淀，在进行理论建构、革命实践的过程

中必然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获得了新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

京〕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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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典型，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与开创研究传统文

化现代学术基础是一体的，即在解构的同时进行重构”[1]，因此新文化运动同样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

代的新发展。此外，中国近代以来基于革命斗争与社会建设的需要，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大

众哲学》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从时间上来讲，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与当前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建构存在更直接的承接关系。从内容上来讲，近代中国的哲学新发展，其本身就在不断用“中

国话语”重塑西方思想文化，其本身就包含丰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塑，因此在当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其本身能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索，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想，是一种被全人类

不断贯彻运用与创新发展的哲学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

一、第二国际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产生了新的哲学思想。西方诸多思想家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批判的精神与方法，持续进行理论更新，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产生了马克

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左派”等思想流派[2]。因此，西方马

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合理内容能够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

总之，以上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不论出于自身

发展的需要还是创建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形态的需要，都呼吁建构一种中国话语马克思主

义哲学，同时又为这种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使之成为可能，而这些思想理论发展融合本身

就是建构的开端与源泉。

三、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定位与思想资源，为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

多需要解决克服的问题。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广义上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但这种文化形态

必须通过某种具体的理论形态来体现。因此，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建构一种相应

的理论形态，如何对思想资源进行抓取、解读、整合、建构，则是其可能面临的问题。

1. 思想资源的抓取

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对其所涉及的思想资源进行梳理，梳理其基本内容与结

构，这种梳理不是创造新的内容与解释，而是回到原典，理清原典的原意，这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基础工作。这样的工作会遇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原典的梳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

程，需要诸多学科的不同人才参与其中。并且这样的工程难以被统一组织协调引导，只能以不同的

学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与目的的指引下，通过“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而形成“整体的、不自觉地和

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合力”[3]才能完成。第二，这样的梳理工程必然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历史过程，

其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过程在时间上存在交叉重叠。第三，诸多的思想资源与“中国

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主题并非具有同等权重，而存在“亲疏远近”的关系格局，因此，对于建构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根据建构的现实需要，有选择性地、合理地抓取

与利用现有的思想资源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

[1]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2]参见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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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

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是在思想资源抓取之后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第一，我们对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应该还原其本来的言说方式与内容，建构中囯话语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对其所包含的思想资源的深入认识，但不能落入教条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窠臼。此外，

中国近代新发展的哲学思想，其本身是一种对“旧原典”的新解读，并构成了“新原典”，新旧“原典”

之间虽然存在继承关系，但是“新原典”是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场域下对“旧原典”的批判重构，二

者存在不一致。从时间上看，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新原典”的直接继承，但“旧原典”

提供了更加丰富与系统的思想资源，新旧“原典”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合

理取舍，则成为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思想资源横跨古今中外不同时空场域，对于这些

思想资源的解读与整合必然存在“时间间距”与“空间间距”，前者是同质文化间的传承问题，后者是

异质文化间的融合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时间上距我们很远的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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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众化成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在“新时代”，借助工业化、信

息化的渠道，大众的话语意识、传播意识逐渐觉醒，大众逐渐成长为理论形态的主要建构者。即使

放眼过去，“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永远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功劳，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生命力”[1]。另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分

工依旧没有从历史中退场，因此在理论形态建构中，大众的历史地位并不能否定少数理论工作者的

作用与价值。总之，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形态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建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握“中国话语”的内涵与地位。从逻辑上讲，应该先有

“中国话语”理论，然后再将其作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形成一种新哲学。但是“中国话语”本身就

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