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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进入21世纪发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哲学理论创新成
果，本书的特点是：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既有专题探索
又有个案研究的创新性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贯
穿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这条核心线索，三是在研究中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
合，历史研究与时代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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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的话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总论
　第一章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一、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晶
 二、长期系统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
 三、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合的产物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产物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线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第二章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二、唯物史观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三、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史观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2互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与进路
 一、内涵与旨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合法性探讨：“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
 三、方法与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结合论”到“创建论”
 一、问题的提出：结合还是创建
 二、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研究
　第五章 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的进化论者形象
 二、社会进化的阶段
 三、进化与革命
 四、进化论还是进步论
　第六章 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化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潮流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早期阶段的代表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潮流的继续推进
 四、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收获期
 五、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官方实践
 六、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较
　第七章 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的独特贡献
 一、毛泽东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根基
　　⋯⋯
第三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探讨
第四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思考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章节摘录

版权页：再次，“创建论”要求以“立”为本，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在实践中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从“创建”的内容方面说，必须破除理论和实践的界限，依靠人民群众开放性、探索性的实践创新，
通过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的“中国经验”和“北京共识”，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精神实质转变为研究范式，提炼源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哲学思
想、哲学形态。
这种中国化的新形态不可能局限于既有的经典文本而产生，而更不可能依靠修订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而
产生，而只有立足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问题的真正“消化”、创造性
建构才能孕育形成。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毛泽东在“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实际问
题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也只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核心，才可能从中发掘出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的核心哲
学理念。
事实上，依托30多年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在哲学观与方法论、价值论与历史观等方面已经
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重新确立了实践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地位，实现了从知识哲学观到实践哲学观、从
实体思维方式到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要求贯彻客体（物）尺度和主体（人）尺度、真理和价值相统
一的原则，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生产力）为中心和“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选择走以人为本的
渐进、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
从“创建”的形式方面说，必须转换哲学的理论框架、思想范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
一方面，要拓展和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范式。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批判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具有鲜明的革
命性和阶级性；而目前中国正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阶段，中华民族正在国际上“和平崛起”，因此，必须将过去以革命为
主旨的话语系统转变为以建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实现从所谓“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重大转
变。
这其中，尤其要全面理解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即将它与单纯的批判、否定（“破”）
甚至斗争区分开来，要求在批判中有所继承，特别是通过批判有所创新。
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表达和哲学风格的中国化，旗帜鲜明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
这需要研究和消化中国文化传统，选择和创造出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哲学学科水准的哲学概念
和范畴系统，以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加以表达。
第四，“创建论”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置于判决性地位，赋予其对于一切中国化理论的裁判
权和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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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凤凰文库·马克
思主义研究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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