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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 , 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 ,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

要话题 "从毛泽东的 /中国化 0,到邓小平的 /中国特色 0,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的根本途径和方向 ,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 "今天 ,进一步

树立 /中国特色 0范式 ,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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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 30 年 ,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辉

煌的一页 " 5哲学研究 6于 1978 年复刊 ,第一期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委托发表的三篇文

章 ,吹响了在历史观上拨乱反正的号角 "紧接着展开了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 "

随后又在 5月 n 日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马当先 ,万马奔腾 "解放思想成

为哲学各学科 30 年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特征 "1978 年 ,哲学界召开过两次载人史册

的会议 ,一次是中国哲学史学界召开的太原会议 ,一次是西方哲学史学界召开的芜湖

会议 "这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 就是分析批判了前苏联 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

的定义等教条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实事求是成为哲学各学科一致认同的立场和态度 "

有了解放思想 ,有了实事求是 ,才有了科学的学术研究 ,才有了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

展 ,才有了学术主体的学术自觉 "改革开放的 30 年 ,不仅是对内解放思想 ,而且是对

外开放的 30 年 ,是中国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新阶段 !新时期 "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 ,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发展

理念已经出现根本转变 ,在全球化背景下 , 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 ,也是世界

范围内的重要话题 "哲学观念的更新 ,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 ,不同学科间的对话所出

现的跨学科研究 ,将推动哲学研究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 ,树

立 /中国特色 0范式 ,对于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 !一条道路 !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 ,贯通

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毛泽东的 /中国化 0,到邓小平的

/中国特色 0,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向 ,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 ,树立 /中国特色 0范式 ,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

一 !提出 /中国特色 0研究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 0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 ,有各种表述形式 ,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 ,

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 就哲

学来说 ,一个世纪前 , 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 ,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

哲学 !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 "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 !毛泽东)明确地提

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 ,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 /中国的0与 /在中国

的 0研究范式的区分. 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 , 金岳霖的 5论道 6是地地道道的

/中国的哲学 0,而他的5知识论 6和 5逻辑 6则是 /在中国的哲学 0"陈寅洛先生也提出

搞中国学术 /其真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 ,一

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 他们提出 /中国化 0和 /中国特色 0

的命题 , 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 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 ,

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 ,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 ;要香的马克思主义 ,不要臭的马克思

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质是说 ,学习外国的东西

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 , 尤其不能刻板的照搬 , 而要根据本 国的条件活用其原

则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活的 !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界

定 ,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 ,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 ,着眼

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

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

们坚持社会主义 ,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近胡锦涛同

志在报告中把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0作为

/十个结合 0的第一条 ,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 "如果说 , /中国化 0和 /中国特色 0在

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 , 这个命题在上个世纪末又被 自觉地

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 , 自从国外学者提出 /北京共识 0 !/中国模

式 0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 ,立足于 /中国特色 0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 , 应该

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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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特色 0范式的时代内涵

提出 /中国特色 0研究范式 ,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 , 就是昭示人们做时

代的思考者 "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 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 "生

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 ,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 ,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

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 ,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每到一个新的历

史时代 ,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 "马克思指出 ,任

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 /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 而且在

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 ,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0¹时代课题是着眼

点 !立足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理论和时代的互动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 同时也

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

毛泽东多次指出 ,不如马克思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等于马克思 ,也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 ;只有超过马克思 ,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还说 , 列宁说的 !做的 ,有许多东西超

过了马克思 ,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 "他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 ,但不要

迷信 ,不能照抄照搬 , 而要大胆创造 "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解决任何

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 "马克思去世以后 ,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新的

历史条件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预见到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必须根据现时代

的情况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 , 就是割断历史 ,脱

离时代 ,搞形而上学 ,就是违反辩证法 "他还多次讲过 ,我们要赶上时代 ,这是改革要

达到的目的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

时代是判定阶级 !政党 !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试金石 "与时代的关

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理论的类型和结局 "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 , 有的趋新 , 有的守旧 ,

都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有关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 能否与时俱进 , 是对一个政

党 !一个学者的最大考验 "严复是中国引进西学第一人 ,他宣传进化论 , 打破了历史

循环论;他批判了 /中体西用论 0, 主张中国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他率先喊出了时代

的最强音 :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 但到 1915 年 , 他却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 "

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 ,在戊戌维新失败后 ,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 "李大钊说 , 时

代不仁 ,演出新旧 ,戊戌时期的康有为 ,人们都嫌他太新 , 可是时代变了 ,能把他弄旧 "

章太炎是革命派中勇猛的晓将 ,早年他倡导 /世道必进 ,后胜于今 0"但后来如鲁迅所

言 ,太炎先生以革命家现身 ,后来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 ,和时代隔绝了 "

¹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6第 l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220 页.



三 !/中国特色 0范式的民族内涵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既具有时代性特征 , 又具有民族性特征 "一般而

言 , 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 ,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

特征而外 ,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 "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 /一以贯

之 0的中心 ,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 "文化的民族特性不

是抽象的 !先在的 , 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 "所以 ,时代性和民族性不

是二元对立的 "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 ,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

命运. 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 , 但就其传播过程

来看 ,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 , 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 这是本

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冯友兰先生曾写过 5别共殊 6一文 ,提出向外国学习要区

别共相和殊相 ,并认为特殊性的东西 !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 ,也是学不到的;共性

的东西是应该学的 ,也是能学到的 "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共性的东西 ,能否将共性

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模仿过来? 毛泽东认为 , 只有一般的理论 ,不联系中国的实际 ,打

不倒敌人 "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 , 创造出新的东西 ,才是有力的武器 "所以 ,毛泽东

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 !今 !中 !外法 ,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 "

在毛泽东那里 , /中国化 0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是屁股坐在中国身

上 ,一手#伸向国外 !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

/中国特色 0范式 ,不同于近代的 /中体西用 0模式 ,后者讲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0,

在 /学 0_上分中 !西 , 又以中 !西(国别或地域)分体 !用 ,从根本上混淆了思维与存在 !一

般与个别的关系 "实际上 , /学 0是指基本原理 ,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 , 中外是一样的 "

/中国特色 0范式也不同于 /中国本位 0模式 "如梁漱溟 !叶青 !陶希圣都在 /中国本位 0

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 ,他们所讲的 /把握特殊性 0的方法 , 是把特殊性绝对化 ,认为

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 ,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 , 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 "

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 ,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 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 "梁漱溟本人到延安后 ,与毛泽东长谈八次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

国国情的观点 "陶希圣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将 ,但他的人格却是分裂的 ,他一方

面为蒋介石杜撰了 5中国之命运 6一书 ,一方面又干着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勾当 "叶

青也是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 ,他虽然无法否认一般规律 ,但又认为 /一般之中有特

殊 0, /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 0,企图用强调中国特

殊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并以此为资本 ,登上了国民党宜传部副部长的宝

座 " /中国本位 0论与清末的 /中体西用 0论 !五四前后的 /保存国粹 0论是一脉相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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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 !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

/中国化 0和 /中国特色 0范式的实质之一是结合论 "所谓 /结合论 0是一般与个别

的结合 ,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的结合 "毛泽东在 5矛盾论 6一

文中提出 /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 ,是辩证法的精做 0"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

个别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既批判了绝对的 /殊相说 0,又批判了抽象的 /共相说 0"

抽象共相说主张理在事外 !理在事先 ,把普遍性的 /理 0变为脱离了特殊性的神化了的

绝对 ,成为 /全盘西化论 0的哲学根据 "

四 !/中国特色 0范式的实践 内涵

在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 /中国特色 0摆在那里 , 它也不是能随心所欲 !

轻而易举地就会建立起来的 "从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程来看 , /中国

特色 0范式的确立是一个长时间的探索和积淀的过程 ,它包括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两

个方面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 , 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探

索 , 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就是研究这一探索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 ,是对这一

历史过程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反思 "

/中国特色 0的另一层内涵是实践特色 "马克思认为 ,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

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

需要就是实践发展的需要 ,是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时代诉求 "梁启超持有与马克思相

类似的看法 ,他在谈到学术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时指出 :/凡一学术之兴 ,一面须有相当

之历史 ,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 "0他所说的特殊机运 , 也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 , 即

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实践所提供的时代机缘 "所以 ,所谓中国特色 ,也就是理论所反

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特色 "

众所周知 ,实践本身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实践的普遍性不仅使它

有资格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理论创造的基础 , 而且使它成为人们思维的逻辑和研究

方法的发生地 "严复曾把逻辑称为 /万法之法 0,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思维的逻辑正

是源于人们历史实践逻辑的格 "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使实践总是具有具体历史性和个

别性 ,并决定人们的认识及其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 ,使理论只有不断地回到实

践 ,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实践成为科学认识永远无法舍弃的根基 , 无论人们承认

与否 ,其认识过程及其成果的大小 ,总是受到实践发展程度及其历史性的制约 "

实践固有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点 ,使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 !科学

与价值的统一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以后 ,实践又成为认识的

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基础 "实践对认识的双重制约性并不是自明的 ,近代以来 ,思

想界不断发生关于共性与个性 !事实与价值以及文化的中西体用之争 , 争论各方皆因

羹赢瓤赢



为脱离或无视历史实践二重性的本质要求而止步于纸上谈兵 !各执一端 ,对中华民族

的救亡图存的大业毫无助益 "

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克服教条主义 !贯彻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0原则的基础. 只有

着眼于实践 , 才能真正解决割裂共性与个性 !逻辑与历史的教条主义痛疾 . 从哲学上

看 , 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方法 "本质主义主张本质先

于存在 ,理论先于实际 , 逻辑推衍决定历史关系事实 "王夫之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概括为 /有因事以求理, 无立一理以限事 0"教条主义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 ,主张理在

事先 !主张用 /理 0限 /事 0"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时 ,总是从抽象的理论

和定义出发 ,用理论剪裁现实 !割裂理论与实践的本原关系 "因此 ,只有立足于实践 ,

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 ,实现理论与现实 !逻辑与历史的辩证

统一 ,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 !又着眼于时代 ,既自觉借鉴中外 !又善于

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 "

五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中国特色 0是个综合性概念 ,对其既不能望文生义 ,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

理解 , 即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是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对待外来

思想文化的哲学表达 , 即以理论与实际 !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角度对待一切外来理

论 ,提出 /中国特色 0的实质就是强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 ,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

西 "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是强调 /中国特色 0的本质要求 "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 :

学习外国一定要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 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 立足于本国的

实际来吸收外国的东西 ,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他在 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6的讲话中

说 :/研究中国党史 ,应该以中国做中心 ,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 ,,我们研究中国就

要拿中国做中心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 "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 ,就

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 ,做留声机 ,机械地 !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 ,不研

究中国的特点 "不研究中国的特点 ,而去搬外国的东西 ,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0毛

泽东的上述论断包含两层含义飞一是基本原理各国都是相同的 , / -学 .是指基本理论 ,

这是中外一致的 ,不应该分中西 0,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 ;基本原理 ,西洋的也要学 0"

但在价值取向上 , /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 ,要织中国的帽子 0, 学习外国的根本目的 ,是

为了 /使我们 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0, /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 0,要以外国为参

照 ,来研究中国的东西 , /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0. 上

述论述表明 ,能否从 /中国化 0范式出发对待社会科学理论 ,能否以 /创造出中国独特

的新东西 0为立足点 ,是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的首要环

硫 交抓 介 一扮 燕 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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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能否正确把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 成为能否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 以及能否创

造出独特的新东西的关键 "从古希腊哲学起 , /一 0和 /多 0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探讨

的主要命题 , 恩格斯曾提出近代以来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 /一 0和 /多 0关系的特殊表现 "冯友兰认为 , 中

国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 !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 "这几种见解是可以相

通的 ,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的集中表现 "

毛泽东在 5矛盾论 6中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时指出 ,正确

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是辩证法的精髓 "提出 /中国特色 0范式 ,既要反对抽象地站

在普遍主义立场 ,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 ,而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历史的

统一 "之所以提出克服抽象的普遍主义和抽象的逻辑主义的问题 , 是因为在中国近

现代思想史上 ,抽象的逻辑主义思潮此起彼伏 ,而逻辑主义是很难与抽象的本质主义

划清界限的 "

赋予一般的理论以时代内涵和独特的民族内涵 , 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特征 "在当

前 ,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 , 具有紧迫的意义 "共性与个性 !逻辑与历史相

统一的方法 ,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 /全面历史的方法 0, 它是走进文本 !实现对文本

的内在理解的根本保证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 就是要把问题提

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0¹所谓 /全面历史的方法 0,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

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0, 即弄

清楚文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 !针对何种问题以及是如何理解和解决该问题的 "这

种内在的理解所把握的不是抽象的词句 ,而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实质内容 ,是贯穿理

论文本的精髓和灵魂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具体把握理论是包容历史规定性和地域性

的普遍 ,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毛泽东说 ,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 , 各个国家

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 , 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法则 "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 而不能照搬那些民族性的东

西 "另一方面 ,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是我们走出文本 !突破逻辑主义 !本质主义的局

限 ,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 "很显然 ,对文本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 ,实现对理论文本内

在理解的过程 , 就是从哲学层面把握它的普适性和地域性 !共性和个性内容及其关系

的过程 ,也是把握它的立场与方法的过程 "理论本身是有生命的 , 只有阉割了理论的

生命才使它成为僵死的教条 "什么是理论的生命? 就是理论所蕴含的观察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书本上的词句是理论的躯壳 ,如果只在词句上兜圈子 ,不真正

走进文本感受到理论的生命和洞见 ,其结果只能在别人的话语中转来转去 , 就无法达

¹ 5列宁选集 6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7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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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裁断必出于己的创新境界 "理论创新不是词汇的嫁接和翻转 , 而是对体现时代性

和民族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和理论升华 "理论创新是斌予原有理论以生命的过程 , 是

破除人们因教条化理解而强加于其上的主观覆盖物 ,还理论以本真面目的过程 , 因而

是一种新观念的创生 "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 0,用一个 /新 0字 , 不仅包容了严复 !

梁启超的 /新民 0思想 ,而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 0 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

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与历史时代的诉求统

一起来 ,用革命发展阶段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 建立起了中国式的民主革

命理论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了近一个世纪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探索的历

史性飞跃 "真正的理论创造不是用词句束缚理论的生命 , 而是依据新的实践为它注

人源头活水 "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思路 ,依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 , 在理论上拨乱

反正 ,破除后人脱离历史实际附加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念 ,形成了在初级阶

段如何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理念 "邓小平提出的 /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

义 0!/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 0以及 /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0等崭新概念 ,从历史

观的高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 ,并用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0加以概括 , 为新时期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核 "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既没有脱离普遍 ,又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理

论 "由此可见 , /中国特色 0思维范式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真实道路 "

研究.范式是总观念 !总开关 " /中国化 0和 /中国特色 0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是对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的集中概括 ,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也是我们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创立中国学派的

核心理念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