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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撰写的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研究主线，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
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
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自觉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30年
来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方式，全面回顾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存关系，突
出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的总体特色，形成了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为主旨
的综论，以“中国道路”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为总体指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总论，以“中国特色”
为学术话语标尺研讨中国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分论，以及展示各学术领域重大问题研究为核心的专论。
全书精选的文稿，主题明确，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
程中的学术研究与发展的总体状况，客观论证了中国社会科学走自主创新之路，需要建构中国的学术
话语体系，从而形成走向世界的学术对话能力，才能在世界文明对话和交往中，以中国特色的话语方
式牢牢掌握理论思维与时代表达的主动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学术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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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问题目觉哲学言说与书写必须立足于真实的哲学问题，没有对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高度自
觉，中国现代哲学的创造将是一句空话。
而问题的自觉的关键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中国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与中国现代其他的人文学科的问题
意识的关联与区别；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的关联与区别；中国现代哲学的
问题意识与西方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的关联与区别。
把握了这三重关联与区别，哲学的言说才可以切中问题的实质而不逾越分际。
一个哲学家可以同时具备其他的社会身份，如政治家、社会科学家等，也可以同时具备多种学术言说
。
但不可以用某一种言说取代其他言说。
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哲学家常常将真实的哲学问题混同于意识
形态的问题、科学的问题，以至于哲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3.话语自觉　　哲学的话语自觉不是一句简单的自觉就可以解决的。
话语自觉来自于哲学家自觉的哲学创造。
百年的中国现代哲学，经过了学习、复制、模仿，到了全面创造的时刻。
哲学话语的自觉直接和哲学家的创造性相关。
也正是在哲学创造中，新的具有个性的哲学话语才可能产生。
哲学家的话语自觉蕴含在创造性的哲学体系与哲学言述之中。
创造性的哲学体系内涵哲学家的身份自觉、问题自觉、话语自觉。
而创造性的哲学体系除了哲学家自身的创造力之外，还需要一系列的外在保障：健全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论文的发表与评价机制、哲学学科的划分，以及对哲学式生存的包容与容忍。
在此，我要特别重申的是哲学话语的自觉并不是要用哲学的民族主义来反对和取代哲学的殖民主义，
而是要用哲学话语的创造性来反对和取代无创造的哲学话语的复制、移植、重组和包装。
至于自主性的哲学话语的建构所依赖的思想资源是中西还是古今，这完全是哲学家个人的事情。
　　晚近中国现代哲学界逐渐意识到哲学话语自觉的重要，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突破学科的藩篱而
走上自觉的哲学创造。
由于哲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中国现代哲学的自主性话语生成，就不再是一个单
纯的哲学事件，而是一个文明的再造问题。
对此，我们需要静心期待并努力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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