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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 学 创 新 与 社 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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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应用研究。

[摘　要 ]在社会发展的“合力”中 ,哲学既好似勤于报晓的“雄鸡” ,是思想解放、思维方式

变革、人的全面发展、精神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又像是善

于反思的“猫头鹰” ,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 ,把握时代主题的转换 ,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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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无疑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历史前

进的动力。特别是哲学创新 ,通过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维方式 ,通过营造人类精神文明和升华人生

价值理想 ,通过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 ,必然成为人的“解放的头脑” ,必然成为社会前进的先导

力量。

一、哲学创新是思想解放的先导和动力

哲学是解放思想的科学。马克思在谈到德国人民的解放时 ,曾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 “这个解放的

头脑是哲学”
[1 ]

(第 16页 )。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看 ,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最先引发的直接社会效应就是人

的思想解放 ,而思想解放又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的中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称哲学是人

的“解放的头脑”。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程 ,每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 ,每一次社会进步 ,无不以哲学创新为先导 ,以解放思

想为前提。从世界的发展史来说 ,古希腊哲学的创立 ,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 ,法国的启蒙运动 ,德国的古

典哲学 ,都是通过哲学理论创新 ,来引导思想解放运动 ,启动社会变革的。德国进步诗人海涅曾经把为德

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的黑格尔哲学 ,比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战鼓” ,是它“把人们从昏睡中敲

起” ,“永远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证明 ,每当社会转折关头 ,哲学创新与思想解放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而且

是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 ,近代的“五四运动” ,特别是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

大讨论 ,都凸显了哲学理论创新对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 ,凸显了思想解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造新的哲学 ,倡导解放思想 ,始终是我们党的理论传统和显著特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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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原则 ,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和逻辑起点 ,就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

了全党 ,使我们党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然而 ,建国后的一

段时间 ,由于“左”的错误 ,我们偏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结果 ,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

重挫折。邓小平的最重要功绩 ,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指导和支持了全国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 ,实质

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真”问题 ,即在哲学上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 ,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哲学常识

重新颠倒过来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主观化 ,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虽说

这并不是哲学理论创新 ,但面对“文化大革命”把常识也搞得是非不清的时候 ,人的思想又严重受着“两

个凡是”禁锢的时候 ,敢于打破“两个凡是” ,恢复常识 ,其理论的解放意义和实践的开拓意义无疑是史无

前例的。正是这场哲学常识的讨论 ,不仅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而且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

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

的: “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

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

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2 ]
(第 143页 )。由真理标准引发的这场思想解放

运动 ,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就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创立了邓

小平理论 ,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表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曲折和发展 ,始终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党领导人民在国内外艰难复杂环境下开创社会主义

事业的伟大进程 ,在每一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大关头 ,对每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 ,都有哲学上的反

映和表现 ,都受到哲学创新的深刻影响。

哲学创新之所以能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和动力 ,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崭新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从而不断地发现新的真理 ,产生新的思

想 ,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就强调指出: “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 ,就是要求我们思想认识符合客

观实际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改变因循守旧 ,不接受新事物的

精神状态”。 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才能具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状

态 ,才能勇于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才能不惟上、不惟书 ,只惟实 ,

“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 ,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2 ]

(第 364页 )。 可以说 ,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没有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时代俱进的创新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就难以发挥“解放的头脑”作用。

二、哲学创新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都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一定

的思维方式 ,总是根植于该历史时代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之中 ,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发生变革。 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 ,则是引发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2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不仅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换 ,而且实现了哲

学思维方式的转换 ,即从惟书、惟上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上来 ,从非

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转到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

式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的政治路线的产物。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把人的全部关

系都归结为两个阶级的关系 ,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政治活动 ,把人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为阶级思

想。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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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不是搞社会主义 ,就是搞资本主义 ;不是香花 ,就是毒草 ;等等。这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

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 ,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僵化体制 ,否定社会多样化 ,拒斥

矛盾的同一性 ,阻碍改革开放 ,堵塞理论创新 ,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可以说 ,从“两个凡是”的束

缚 ,到“姓社姓资”的困扰 ,再到“姓公姓私”的疑虑 ,无不笼罩着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

迷雾。而邓小平提出和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正是打破传

统思维方式障碍 ,深化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实际上 ,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

践课题 ,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又要进行全面改革 ;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又要实行对外开

放 ;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又要实行多种分配

方式 ;既要坚持共同富裕 ,又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既要坚持社会主义 ,又要发展市场经

济 ;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又可灵活实行“两种制度” ;等等 ,都是破除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

上学思维方式 ,确立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结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

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就会

产生什么样的实践方式、实践效果。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 ,才能引导我们掌握科学的精神和

方法 ,防止唯心论、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泛滥 ,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3 ]

(第 384页 )。人们

从来都是按照一定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把握和改造自己同对象世界关系的。 思维方式的优劣新陈 ,限制

着人们的眼界和视角 ,规定着人们的思维走势和思维程序 ,影响着人们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深度和正确程

度 ,最终决定着人们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力度和实际效度。当前 ,我们正处在社会大变革和大转折的时代 ,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转换 ,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开拓性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

新性 ,都强烈地呼唤着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实现思维方式变革的根本途径 ,就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理论思维仅仅是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

和锻炼 ,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 ,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3 ]

(第 382页 )。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是无产阶级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只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 ,内化为

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内化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就一定能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

走进 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都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应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处在一个关

键时期。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对于

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实践和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和由此产生的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 ,我

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用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加以研究思考 ,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经验 ,说出实事求是的新道理 ,提炼出启迪智慧的新方法 ,形成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新语言。在这

方面 ,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一个光辉的范式 ,它不仅把我们从“两个凡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

来 ,还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 ,重塑了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规范和时代精

神 ,引导当代中国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改革创新 ,建功立业。

三、哲学创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先导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 ,而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普遍发展。马克

思不仅把“现实的个人”看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而且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

的。江泽民就明确指出: “一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和进步 ,取决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

价值的发挥”。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人的价值的发挥和实现 ,又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

和推动的。

首先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为人生提供正确的价值尺度。要真正懂得人生意义 ,必须选定人生价值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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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把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价

值目标 ,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生的崇高责任和最大幸福。 有了这样的人生价值观 ,就能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 ,就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奏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做“一个高尚的人 ,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5 ]

(第 660页 )。

其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激励人的不懈奋斗精神。创新精神是人类所独具的本质和存在方式。人类

社会的发展不同于自然物质运动的一个根本特点 ,就在于它的主体是具有高度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人 ,能

够自觉地不断创新 ,因而推动人类社会以超越一切生物所具有的运动形态 ,由低级向高级迅速向前发

展。一部社会发展史 ,实质上就是人类不断创新的历史。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一项充满艰

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 ,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

没有坚强精神的民族 ,是没有前途的。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 ,特别需要在全社会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 ,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 ,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 ,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 ,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人生导向科学理想的指南 ,能使我们始终保持不懈

奋斗的精神 ,旺盛的革命斗志 ,文明的精神生活 ;能使江泽民倡导的上述“五种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自

觉追求 ,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再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提升人生境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一种没有意义

的生活 ,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苦刑。纵然衣食富足 ,饱暖无忧 ,他仍会感到受一种无边的空虚包裹

着 ,心里不安乐、不踏实。但是 ,人的主观意向并不保证人们必然能寻找到真实的人生意义与人生境界。

由于缺乏对生活的辩证理解 ,人们常常在追求中反而迷失于虚假的生活意义。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

对人生命本性的辩证理解 ,能引导人们去自觉地追求真实的人生意义 ,提升高远的人生境界。它告诉我

们 ,人是在实践活动中 ,在“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中 ,形成他的真正属于自身的价值生命 ,使自己“成其

为人”。 人的生命意义 ,应该是既脚踏实地同时又放眼未来 ,既尊重历史又不失开拓创新 ,既承认人的局

限又勇于超越。只有这样的生命 ,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 ;只有这样的人生境界 ,才是真实而高远的人生

境界。 在历史上 ,哲学家们曾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过“永恒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境界”这一主题。 中

国哲学家冯友兰就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和天地境界 ,认为人应该不断超越自

我 ,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 ,这就是哲学给我们的激励和呼唤。

最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提升人的生命质量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最终目的。“生命质量”是一个为人所专有的概念。动物的生命是单一的 ,自然生命就是其全部的生

命。因此 ,动物的生命变化只具有“量”的扩张 ,谈不上真正“质”的跃迁。与其不同 ,人的生命不会只停留

在“量”的重复上 ,而是重在关注“质”的提高和升华 ,追求的是“今日之我胜于昨日之我”。马克思主义哲

学把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总是通过启迪人的智慧 ,设计价值理想 ,激

励人的精神 ,提升人生境界 ,从整体上来提高人的素质 ,实现人的“革命”。而人的素质和生命质量 ,又对

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就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 “我们的国家 ,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

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 5 ]

(第 120页 )。实践已经证明 ,科教

兴国 ,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 ,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四、哲学创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步的先导和动力

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6 ]
(第 121页 ) ,既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 ,又是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

动力。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不但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

导和智力支持 ,而且是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导和动力。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所指出的:

“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正确与否 ,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 ,对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 ,对经济建

设 ,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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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

义哲学对精神文明的指导作用和重要功能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伟大的认识

工具。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但能揭示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规律 ,而且能为精

神文明建设开辟新的认识道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如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一样 ,正处在开拓性的实践中 ,需要我们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哲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研究对象 ,就会通

过分析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 ,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

据。二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前进的总趋势 ,它能够使人站得高 ,看得远 ,坚定理想 ,增强信念 ,自觉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 三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无论是发展教育、科

学、文化事业 ,还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 ,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马

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 ,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人们学习文化、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情 ,增强人们探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战胜困难的

实践勇气。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政治觉悟越是高 ,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 ,越加刻苦” [2 ]

(第 104页 )。事实证明 ,哲学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 ,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的重要作用。大至民族 ,小至个

人 ,一旦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装起来 ,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思想道德建

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

物 ,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6 ]

(第 120页 )。这就是说 ,真正的哲学概括

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 ,抓住了时代精神的灵魂、本质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哲学素

质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崭新文明 ,高于过去任

何时代的精神文明 ,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指导。因此 ,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日益发展 ,不断升华 ,就必须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 ,不断

创新、发展和普及哲学 ,去抵御愚昧落后文化的影响 ,铲除各种迷信邪说泛滥的土壤 ,从而提升人的精神

境界和科学素质。

五、哲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导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 ,哲学

理论的创新 ,就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导和动力。

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 ,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正像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

破 ,社会主义实践每一次历史性飞跃 ,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

果。”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实践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 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现成的道

路可供选择 ,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 ,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与其同时 ,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 ,又

会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客观基础 ,迫切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进而为实践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实

践创新是基础 ,理论创新是先导 ,两个方面紧密结合 ,相互促进 ,共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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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 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始

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 ,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 ,近 100多年来

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不可能一

成不变。当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 ,他

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这是第一。但是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写

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7 ]
(第 109页 )。当我国迈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强调: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

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
[ 5]

(第 291页 )。因此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要求我们 ,“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着眼于对实

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 ,不断研究

新情况 ,总结新经验 ,形成新理论 ,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必须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坚持 ,坚持

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坚持就没有发展 ;发展是坚持的过程和结果 ,没有发展也不会有真正的坚持。

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也是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方面 ,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前提。 我们倡导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理论创

新 ,目的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多元文化 ,绝不是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多元文化 ,必须是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 ,有了这个主心骨 ,才能保证

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有了这个主心骨 ,才能唱响主旋律 ,

发挥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有了这个主心骨 ,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牢固地占领

思想政治阵地 ,使各种唯心论、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没有可乘之机。 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 ,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主心骨 ,这样的多元文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多元文化 ,最终必将

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的变质和转向 ,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前苏联解体和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警惕!所以 ,

江泽民再三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 ,丢了就丧失根本”。 另一方面 ,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 ,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决不是靠简单

固守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基本原则所能维护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说

服力和战斗力 ,取决于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已经历了 150多年的风风雨雨 ,而当今我们

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形势 ,同马克思和列宁各自相处的时期相比 ,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马

克思主义不可能为我们今天解决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事业 ,要求我们

必须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 ,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就郑重地提出: “坚持邓小平理论 ,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

论 ,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责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根据新

的实践和新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原则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完整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确定了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目

标 ;描绘了进入新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壮丽蓝图 ;为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世纪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

为中华民族在 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先导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创新又是科学

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和保证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六、哲学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中明确指出: “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

·522·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第 54卷　



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次历

史性巨变 ,无疑与三位伟大人物的思想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 ,他们创立的哲学理论 ,则是引发三次

历史性巨变的先导和动力。

辛亥革命是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 ,产生了孙中山

这位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了改变中国

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命运 ,他领导创建了兴中会 ,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主张 ,提出了“驱除

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 ,实行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

义政策 ,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指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 ,则是

孙中山提出的“突驾说”的历史进化论和民生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 ,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 ,“世界的潮流 ,由神权流到君权 ,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 ,便没有

方法可以反抗。”而推动这一潮流的实现 ,一方面要遵循历史进化的规律 ,另一方面要合乎人群的需要 ,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就能使历史实现跃进。他说: “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 ,而为先知先觉者

所决志行之 ,则断无不成者也”。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一贯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 “中国反帝

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规地说起来 ,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 4] (第 563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 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次历史性巨

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人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

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在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斗争中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

来 ,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光辉哲

学著作 ,指导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

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推翻了三座大

山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泽东又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等一批哲学新论著 ,指导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正如江泽

民指出的: “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 ,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

利。”可以说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胜利。

改革开放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 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 ,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邓小平是这场新的革命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三个哲

学标准” ,无疑成了推动这场新的革命深入发展的先导和动力。重新提出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

标准” ,是改革开放的发端。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标准 ,我们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 ,恢复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

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提出和阐释“生产力标准” ,是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发展

的需要 ,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标准 ,我们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 ,提出了社会主

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新论点 ,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

体制改革 ,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提出和强调“三个有利于标准” ,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正是

运用这个哲学标准 ,我们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 ,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突破“姓公姓私”的束缚 ,制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纲领。这样就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为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思想理论保证。综上可见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哲学标准” ,不但贯穿和引导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而且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的哲学基础。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就要继续坚

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哲学标准” ,把邓小平开创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推向新的高度 ,实现民族振兴、国

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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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沧桑、三次历史性巨变 ,哲学的确发挥了像恩格斯说的那种“政治先导作用” ,犹如“高卢雄

鸡” ,总是用它的“高鸣”来宣布社会变革的到来 ,历史进步的到来 ,人的解放的到来。同时它也昭示我们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哲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需要哲学。没有哲学 ,没有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时代俱进的发展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 ,就不会站在历史的潮头 ,走在世界

的前头。迈进新的 21世纪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哲学 ,大力发展哲学 ,创造性地运用哲学 ,让哲学充分发挥

“解放的头脑”作用。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

性发展和运用 ,是指引我们迈进新世纪、开创新事业、夺取新胜利的科学理论指南。也是推动我们党以与

时俱进的崭新面貌、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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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PAN Shao-long

( PLA Auto-management Insti tute , Bengbu 233011, Anhui, China)

　　 Biography: PAN Shao-long ( 1949-) , male, Professo r, PLA Auto-management Institute, ma jo r-

ing in philo sophical methodolog y and application of philo sophy.

Abstract: Among the join forc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hilo sophy w ork like a cock di lig ent in

heralding the dawn to act as the guide and impetus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innovation of thinking

mod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 p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 li zation, theo reti-

cal creativi ty o f Marxism and social modification. Mo reover, i t also w orks like an ow l to rev eal the

regula ri ty o f social development, g rasp the subject conversion o f a time and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histo rical advancement.

Key word: philo sophical innovation; so cial development; guide; impetus

·524·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第 5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