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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总结 20年来的哲学历程

研究探讨跨世纪的哲学发展战略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研讨会综述

张　明　仓 [整理 ]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 湖北 武汉 430072)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20年来 , 我国社会发

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 作为这场变革的先导的我国哲学本身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回顾总结 20年来我国哲学的

发展历程 , 探讨我国哲学的跨世纪发展战略 , 武汉大学哲学

学院于 1998年 11月 17日至 18日召开了“ 20年来哲学的回

顾与展望”研讨会。与会者对 1978年来我国哲学研究所取得

的主要成果、 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现综述如

下:

(一 ) 20年来我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及主要成果
陶德麟教授认为 ,这 20年是中华民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 20年 , 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科

学体系并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 20年。 他通过对实践

标准、 生产力标准和 “三个有利于标准” 的确立过程和意义

的回顾 , 指出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 , 哲学起了 “巨大的先导

作用”。就邓小平理论来说 ,只有抓住其哲学基本 ,才能完整

地准确地理解它、 运用它 ; 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和 “三个

有利于标准” 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最基本的东西 , 因

而是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关键。 关于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成

果 , 他着重谈到三点: ( 1)从实践标准的确立开始 , 人们对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态度”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条

主义得到破除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得到坚持 ; ( 2) 哲

学研究从封闭状态改变为开放状态 ; ( 3)成长起来一批哲学

素养和整体素质都很高的中青年哲学学者。

欧阳康教授认为 , 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

的空前发展 ,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哲学界所取

得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哲学理

论表现。 他将这一时期的我国哲学发展历程分为两大阶段:

在前十年 , 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真理标准大讨论既促进了

我国的社会政治变革 , 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

展 ;人们的哲学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

革 ; 元哲学问题受到特别关注 , 人们对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自觉的反思 ;人的主体性问题受到高

度重视 ,对这一问题日益深入的研讨成为这十年哲学发展的

主线。在后十年 , 依托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篷勃发展

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

理论基础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 突出

表在: (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日益世界化 , 使之能够充分

获取发展自身的思想材料和丰富资源 , 并在思想上保持、 发

扬自己的超越性和主导性 ; (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民族

化特征明显加强 ,使之具有更为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和民族

形式 ; ( 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化特征也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和张扬。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化、 民族化、 个性化之

间相互促进、 互补发展的过程中 ,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它为我们今天从总体上探索和建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奠定了基础 , 创造了条件。

雍涛教授认为 , 关于 2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发

展可分为三大阶段: ( 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产生 ( 1978年 12月至 1981

年 6月 )。此间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科学地评

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2)从贯彻 “历史决议”到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 1981年 6月至 1993年 12日 )。这

一阶段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学术意义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

究和探讨 , 并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达到了高潮。

( 3)从 1993年 《邓小平文选》出版至今。这一研究发展到毛

邓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阶段。他认为 , 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

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

江天骥教授对最近 20年西方哲学本身的变化作了回

顾 , 并着重谈了下列问题: ( 1) 奎因的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

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对立。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

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基础主义 ; ( 2)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它激

烈地攻击笛卡尔、康德以来的基础主义 ,引起了批评和争论 ;

( 3)普特南的新实用主义。它攻击传统哲学把知觉或观念当

做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媒介来说明表象作用是产生 “经验知

识” 如何可能和 “指称如何可能” 之类问题。普特南坚持知

觉能够达到外物 ,不以内心观念为中介 ;语词可以指称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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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的工具。他认为应该并且能够恢复亚里士多德的自

然实在论 , 不必苦心探索康德式 “如何可能” 的问题 ; ( 4)江

先生认为 , 现代解释学主要是一种历史的理论 , 即历史意义

传递的理论 ; ( 5) 博依德 -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和科学工具

论、 约定论、 反实在论的对立。这种科学实在论主张科学事

业是进步的 , 不断地向真理靠近。

杨祖陶教授认为 ,自 1978年芜湖 “西方哲学研讨会” 至

今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可谓欣欣向荣。以 1989年政治风波

为界 , 可将它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 , 西方古典哲学的研

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 “复苏”。在古典哲学方面 ,出版了一

大批西哲史上的著作 , 其中 , 有些著作在过去只是在内部作

为批判的样本 ; 同时 , 对于西方近、 现代哲学的研究也开了

禁 , 不过 , 在这一时期 , 真正的深入研究还比较少。第二阶

段 , 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青年哲学

研究者比较面对现实 , 不再那么狂热 , 而是比较冷静 ; 二是

社会环境比较开放、 宽松 , 人们进行了真正学理性的、 学术

的研究 , 并出了一些很有深度的哲学专著和论文。我们也出

版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 ,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肖 父教授认为 , 二十年来 ,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过去 , 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教条主义严重 , 缺乏

中国哲学的韵味。方法论上 , 过去是西方中心论的模式 , 没

有揭示出民族的特色来。而这一时期 ,学者们在中国特色问

题上下了很多功夫 , 对中国式的思维模式、 价值取向、 特殊

道路 , 中国式的价值论、 修养论、 人文精神 , 中国的心灵哲

学、 人生智慧等等 , 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 有历史的溯源 , 有

东西方比较 , 有文献发掘与考订 , 有多种方法学的引进 , 成

就斐然。在哲学史的研究中 , 或由博返约 , 或由约返博 , 或

纯化 , 或泛化 , 或微观 , 或宏观 , 或纵向 , 或横向 , 都可以

“自为经纬 , 成一家言” , 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

往复中的反复加深 , 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 , 提高研究的

水平。

(二 ) 我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存问题
　　发现并正视哲学发展中的问题 ,是推动哲学研究发展的

必要前提。 与会者对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陶德麟、 杨祖陶、 欧阳康、 赵林等教授都谈到我国哲学

研究中哲学各学科间存在着人为割裂和壁垒问题。江天骥教

授指出 , 我国近年来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存在很多误解。

邓晓芒教授认为 ,尽管这一时期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有很

大进步 , 但从总体上看 ,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

阶段 , 有待于形成自己的独见解和与时代相应的哲学。

郭齐勇教授认为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方

法学的难题 , 人们的视域、 思考方式、 方法学训练 , 甚至话

语 , 主要是依从西方的。如何从心态、 思考方式与诠释方式

上更好地解释传统哲学 , 如何 “体认” 传统 , 建设不以西方

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学方法 ,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

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 ,理解中国哲学意境、 价值的真意

及安身立命之道 , 尽管二十年来在这一方面有了拓展 , 但这

仍然是一个 “重大的课题”。

此外 , 朱传启教授、 雍涛教授都指出 , 这一时期 , 我国

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视野还不够开阔 ,思想还不够解放 ,研

究思路还不够活跃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

展关注不够等问题。

(三 ) 我国哲学的新的生长点及发展前景
　　陶德麟教授在谈在未来我国哲学研究时 , 强调了三点:

第一 , 在全国高校中 , 我们哲学系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是负有一定使命的。当前首先需要做的事情 , 就是 “放眼世

界 ,立足本土”。哲学确实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民族特点 ; 心

中要有 “现实” , 心中要人民的利益 , 要把关系民族、 国家命

运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第二 , 整个哲学各学科之间要打破

壁垒。这既要做 , 也要宣传。 第三 , 要经常总结、 回顾哲学

工作的经验教训。哲学论证党的方针、政策并不是一定不好。

不过 , 哲学曾经一度是在论证 “灾难的合理性”、 “灾难的美

妙性” , 此类教训应该记取。

肖汉明教授认为 , 应积极开展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研

究 , 探寻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契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

研究的不少套路和方法可以被现代哲学所借鉴。郭齐勇教授

认为 , 回到经典 , 走向多元 , 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 西方哲学互动及我国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 世界化 , 乃

是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为此 ,需要放眼世界 ,立足本土。吴

根友博士认为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但是 ,

它还没有 40年代哲学创作全面。 21世纪有可能出现新的转

机 ,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将会出版 ,史的研究也会进一步发展。

刘纲纪教授指出 , 首先 ,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

将会继续下去 ,这将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推

动作用。关于审美文化研究 , 他表示非常希望它能在吸取西

方现代审美文化理论的成果的同时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审

美文化理论。他认为 , 多元化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必然趋

势。 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美学。

宫哲兵教授对 21世纪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作了四个方面

预测:其一 ,宗教学将会成为中国的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

并且 , 它在中国将会成为与哲学并列的一门学科 ; 其二 , 宗

教学在中国将会获得比较大的发展 ; 其三 , 宗教信仰自由问

题将突出起来 ; 其四 ,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这一当前宗

教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有可能被超越 , 取而代之的可能是 “宗

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相协调” 的问题。

综上所述 ,这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龙头的哲学学科群的强大整体力量 ,而且

也反映了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 它所总结的我国

20年来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人们欣慰的 , 它所提

出的种种问题是令人深思的 ,它对我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将会

有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张明仓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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