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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发展可从五方面来讨
论：理论与实践；存在与规律；主体与活动；生产与发展；文明与交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来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这五方面。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隐约可见其间发展的走向，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范式转换。
　　一　理论与实践　　1.真理标准：本本真理论——权威真理论——实践真理论　　理论与实践方
面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真理性，历来有不同的做法。
毛泽东1930年写过《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看待
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看做本本上的东西，认为本本即真理，一切以本本为标准。
这种本本真理论曾严重影响过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后来在中国革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出现了权威真理论，认为革命领袖是行动的权威，也
是理论的权威，把权威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种权威真理论在历史上或隐或显地长期存在，是革命队伍中“左派”幼稚病的典型症候。
　　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真理论，即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之真
理性的尺度。
从本本真理论到权威真理论再到实践真理论，这是我们关于真理的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
转变。
　　2.理论实现：理论认识——实践观念——实践行动　　理论是要指导实践的，那么理论怎样在实
践中实现？
我们首先强调的是理论认识的实践意义。
进而人们意识到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中间环节或中介，可以称作实践观念。
实践观念包含实践的需要、目的、方式等，解决的是理论如何实践的认识问题，这是从理论向实践的
过渡。
实践观念见之于客观是实践行动的开始。
　　关于实践观念或实践理念，在当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曾有过热烈的讨论。
学界肯定了实践观念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环节的地位和作用。
之后学界对于实践行动问题，如实践运动的规律、行动的规律和方法等的研究，都是对于理论实现问
题更为深入和具体的探讨。
　　3.体系特征：客观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
特征或实质，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认识，但这种理解的着重点的演化已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由客观
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
　　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一种客观唯物主义的倾向，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
客观规律，强调外部世界对于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决定作用，这是正确的。
缺点是忽视人和人的活动，忽视人的创造性作用。
这种客观唯物主义容易导致机械唯物主义，回到旧唯物主义的老路上去。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史上的革命变
革，首先是使科学的实践概念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论，也是实践辩证法，需要从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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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社会公共性问题日益突出。
《社会公共性研究》在确立思想理论前提的基础上，讨论了公共性概念的内涵，指出公共性是人类生
存的社会本质的表现方式，是人的“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
书中对公共性样态和类型的系统分析，展现了公共性的丰富内涵及其关联和转化，并将社会公共性划
分为结构的公共性、功能的公共性、沟通的公共性、观念的公共性和实践的公共性。
社会的公共性与共同体休戚相关，必须把共同体问题与公共性问题统一加以考虑和解决。
中国社会公共性在当代的发展，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意义重大。
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的提高，对于社会公共性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将有益于中国和谐社会的
构建，进而也将有益于未来和谐世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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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思想　　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使用过公共性概念，但是，马克思关于
公共活动、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等与公共性问题相关的论述却散见于他的著作中。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关于公共性问题的丰富思想及其理论的逻辑结构。
特别是关于近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神圣家族》、《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以及思想成熟后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进行了集中的论述
。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公共性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公共活动和公共领域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特殊活动和特殊领域，公共活动与公共领域发轫于社会
发展中。
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具有同构性，社会领域为公共领域提供了物质性和合法
性的基础，社会领域的发展推动了相应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还揭示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共同体将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即由“虚幻的共同体”向“自由人
的联合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阶段时，公共领域将摆脱以往历史的局限性，成为人的
自由自觉的活动领域；公共利益也将摆脱虚幻性，成为真正的人的普遍利益。
　　这里，我们依据马克思集中论述近代公共性问题的相关文本，从公共性角度分别考察马克思的市
民社会思想、公共利益思想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借以探寻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思想的内在逻辑
。
　　一 马克思论市民社会与公共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是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补充和超越。
从公共性角度来说，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以及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
被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
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社会领域、非政治领域，市民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与之相应的公共
领域的出现。
市民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存在提供了物质性和合法性的基础。
同时，市民社会是利己的“市民社会的人”的活动领域，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每个人不是把
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
因此，市民社会本身是不完整的，这就决定了这种公共领域的局限性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虚幻性。
　　1.市民社会催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一词在14世纪就为欧洲人所采用。
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提出，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
体的生活状况。
但是，近代市民社会概念是18世纪的产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思想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
。
“‘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
（Gemeinwesen）。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
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的基础。
”　　近代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
城市发展早期，城市平民实力弱小，内部联系松散，没有形成自治组织，帮工和学徒则被纳入宗法关
系，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
后来，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通过能买、战争等方式赢得了自治权，逐渐摆脱封建势力的控
制，走向自治，手工生产和商业活动增加。
“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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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封建领主庄园的农奴大量逃亡，纷纷涌进城市寻求生存和庇护。
农奴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就了平民阶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获得了发展。
“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
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
”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打破了宗法封建制度对城市平民的束缚。
城市平民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在新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中，加强了联系和交往，逐渐形成了共同
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真正的市民社会得以形成。
　　市民社会的本义是指城市平民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
城市平民包括城市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帮工与师傅、城市无业者等被排斥在封建政权之外的不同人
群。
所以，市民社会一开始就是与封建政治相对立的领域，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关系中自发产生、发展的私
人自治的领域。
封建政权的基础是等级、同业公会、宗法制度、行帮和特权等。
马克思把等级、同业公会、宗法制度、行帮和特权等看成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
而市民社会却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以及对私有财产享用和处理的权利基础上的。
“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
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　　这样，封建权力的边界就限于市民社会。
“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在哪里开始，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也就在哪里告终。
”市民社会与封建国家、封建权力是二分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封建国家与封建权力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市民社会是非政治领域、私人的领域。
　　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存在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伴随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社会存在的基础越来越与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
市民社会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反映其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域。
马克思在论及政治革命时指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
的旧社会的解体。
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
市民社会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公共领域，即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公共权力体系。
“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求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
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
”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相应的公共领域的出现。
　　2.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公共利益　　在封建社会，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
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
它们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规定了他的政治关系，即他同社会其他
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
18世纪的市民社会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其与国家整体的分离，使之成
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
因此，政治解放其实就是这个特殊社会的革命。
　　这个特殊社会通过政治革命，把它对国家整体的特殊关系变成它自己对人民生活的普遍关系，使
其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了普遍的活动和地位。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
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
“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
它把市民社会分隔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
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
它把似乎是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把政治精神从这种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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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
务的领域，在观念上不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上述特殊要素。
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个体意义。
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体对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
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
”　　政治革命解放了市民社会，个人从国家整体中解放出来，成为“利己的人”，市民获得了政治
参与权，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发展出适合其要求的公共领域。
　　这样，市民社会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把市民社会的原则上升为普遍的原则，把“特殊社会”的
要求上升为社会的普遍要求。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根源于市民社会，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
市民社会的局限必然带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局限。
马克思批评鲍威尔混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指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实质就是
指出了市民社会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局限性。
　　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从封建生产关系中的解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解放。
等级、身份等封建因素消除了，但是私有制却使得市民社会成员归属于不同的阶级。
资产阶级取得了公共权力，而曾经与之一起反对封建势力的无产阶级却成了被统治的对象，成了公共
权力压制的对象。
资产阶级把局部利益，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升为人类的公共利益、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的活动
上升为公共活动，把资产阶级追求的平等和自由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原则。
但是，市民社会的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就是“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
单子”，而自由也只不过是“构成他的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
　　现实的人成了利己的个体和抽象的公民。
资产阶级公共利益是虚幻的人类利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只是形式上平等的虚伪的公共领域。
马克思揭示了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最大的历史局限，即构成市民社会的
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而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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