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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马克思文本中深入地思想

特约专家　陈立新

1980年代以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很多新颖的变化。学术共识日益

增多 ,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频频问世 ,学术研究参与并引领现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升 ,

等等 ,不一而足。这些成就固然让人欣慰 ,但观点分歧依然很大 ,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很

多。最令人困惑 、最让人难以释怀的问题 ,莫过于当我们按照非常严格的哲学方式———如

借用一个核心范畴来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 ,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只是做了一个“理

论家和哲学家”所做的工作 ,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诉求相去甚远。而且 ,这种做法

居然成为流俗驾轻就熟的常规研究套路 ,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非得如此不可。毫无

疑问 ,这就牵扯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方案或许很

多 ,很多同仁皆有卓见 ,我们则坚信 ,重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理当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因为

马克思哲学文本作为原典 ,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依凭的根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人们总是不断地阅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一方面 ,马克思哲

学文本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之思 ,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参

照 ,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得益于资本与技术两

种力量的共谋推动 ,马克思以扬弃资本文明弊病为背景的哲学思想 ,在当代仍有着毋庸置

疑的穿透力和发言权 ,能够引领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 ,按照诠释学的一般理解 ,

我们对于文本的任何阅读 ,都有可能存在着误读。别的因素尚且不论 ,仅就我们与文本之

间不可消除的时间间距而言 ,我们事实上就不可能完全进入文本的语境之中 ,误读当不可

避免。既然如此 ,重读文本的必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判断当然适用于我们对待马

克思的哲学文本。众所周知 ,我们总是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而阅读马克思哲学文本 ,

以至于马克思的思想经过了不同时代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保持着生命力。

我们开辟“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研究专栏 ,通过重读马克思原典 ,为深化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提供思想资料 ,借以呈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

们试图立足于当代的处境 ,把视线指向马克思思想演历的上下文关联 ,来阅读马克思的哲

学文本 ,希望与轻慢文本 、妄取文本 、矫持文本有明确的划界。为此 ,我们真诚欢迎学界同

行为这个专栏赐稿 ,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个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