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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离开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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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于中国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被实践证明的、适用范围包括中国而

又不限于中国的普遍真理，都是“基本原理”的某种构成因素。 邓小平关于“离开自己国家的

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的重要论断，同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一

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在新的历史下的生动体现。 应该运用这一思想来审视我们的

理论研究，端正学风。 离开中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就离开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

的，没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90 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那些一边批判辩证唯物主义，一边离开中国实践去谈论马克思主义而

提出的种种哲学理论，是经院哲学的问题，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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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最根本的历史

经验。 坚持这一“结合”原则，就要处理好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关系， 一方面不能离开

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不能离开马

克思主义谈中国实际。 本文就其中前一方面

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立足中国实践看什么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讨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 的原则， 不能不涉及对其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这里先就此

谈一点认识。

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对于“结合”原

则，有过一些不同的表述。 除了其中的“马克

思主义”也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

实际”也表述为“具体实践”（笔者认为，这些

表述本质上是相同的，此处不论）外，“结合”
原则中的 “基本原理” 也曾表述为 “普遍真

理”、“普遍原理”，或直接称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一“结合”原则是 1945 年党的七大在

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的。 邓

小平在 1956 年回顾说：“十一年前，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这样的原则，
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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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我国的建设。 ”他说：“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

毛泽东同志根据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

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

以肯定的。 ”［1］

从延安整风时期提出 “马列主义普遍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口号，到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到党的七大，论及这一原则时的

主要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2］，
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3］。 在八大开幕

词中， 毛泽东的表述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4］1982 年邓

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 “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时，把它

同“结合”原则直接联系起来，他也是表述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他说：“把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就 是 我 们 总 结 长 期 历 史 经 验 得 出 的 基 本 结

论。 ”［5］1981 年党的 11 届 6 中全会《关于建国

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论述毛泽东思

想是“结合”的产物时，在同一句话中用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原理”［6］两种表述方式。 改革开放新

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论述毛泽东

思想时的表述， 从 1982 年的十二大到十三

大，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从

1992 年的十四大开始到十七大，用的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2008 年 12 月，胡锦

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 会 召 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30 年的历史经验归

结到一点，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
笔者作以上梳理，意在说明，目前通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们党以往长

期使用的“普遍真理”、“普遍原理”等本质上

是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 明确这一

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是必要的。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 具有普遍

的真理性因而也具有普遍的实践指导作用的

理论。 称之为“基本原理”，是相对于关于特定

对象的个别性结论或理论判断而言的。 普遍

的真理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 就是基本原理

区别于个别性理论判断的主要特征， 也是判

定一个思想、 观点是否属于基本原理的条件

或标准。 正是为了强调同个别性理论判断的

区别，新时期以来党的文献主要采用了“基本

原理”这种表述方式。 应该看到，此前从毛泽

东到邓小平讲到“结合”原则时所说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

克思主义”，本来也就是指的这种具有普遍性

的理论。 他们从来就反对照搬现成的结论，因

而强调坚持“普遍真理”。 作为我们党的指导

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

列宁主义”，从来就是指它的基本原理或普遍

真理， 而不是指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个别性结

论。
基本原理都具有普遍性， 并不意味着其

适用范围都具有时空上的无限性。 除了适用

于整个物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外， 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的适用范围都

有其时空上的条件性，或有限性。 马克思主义

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 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各有不同的适用范

围。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历史

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与自然辩

证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而其中关于阶级和阶

级斗争理论的适用范围又不同于社会基本矛

盾理论， 它不适用于社会发展中阶级尚未产

生的和将来阶级消灭后的阶段， 所以基本原

理的普遍性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 同时也不

可能划出一个固定的普遍性大小的范围来界

定什么是“基本原理”。 立足于中国实践来看

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已被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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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 适用

范围虽有不同但包括中国而又不限于中国的

思 想、观 点，都 是“基 本 原 理”的 某 种 构 成 因

素，其中不能不包括适用范围不同、重要性也

有所区别的思想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一些彼此独立

的观点的集合体， 而是具有内在层次性结构

的科学思想体系。 这是因为， 真理都是具体

的，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

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

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7］所以，“真理就是由

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

互）关系构成的”。 ［8］单个的命题难以准确地

表达具体真理， 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

实质上说不是以单个命题的形式呈现的，无

论其整体或某一方面的基本原理， 都是由一

系列不同层次的概念、 命题相互关联构成的

体系。 我们可以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 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所做的

那样，用“关于”某一方面的理论而不是简单

地用单一的命题去表述它们。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

级的科学世界观， 就是由它的各种基本原理

有机构成的思想体系。 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 从来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或普遍真理为指导， 而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又始终是

把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整体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离开的。 基于这样

的认识，本文以下讨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实际的关系，也就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实际的关系。

二、离开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

有意义

邓小平说：“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

思主义，没有意义。 ”［9］这是一个掷地有声的

重要论断。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深入研究。 他

这里说的是“自己国家”，不限于中国。 这是因

为， 正如他曾经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句话

本身就是普遍真理”。 ［10］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

“结合”原则，具有超越中国范围的普遍性意

义。
为什么离开本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

意义？ 这是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别是由马

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决定的。 人的认识对

实践的依赖关系， 不仅表现于实践是认识的

来源、 认识发展的动力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

准，而且在于认识以实践为目的，因而任何认

识和理论离开实践就失去了价值。 如毛泽东

所指出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

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我们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

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为了用它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实践的。

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的精

神武器。 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他毕生的真正使

命， 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

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参加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1］ 创立科学理

论，是马克思参加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这种

或那种方式”中的一种，因而始终是同实践的

方式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相分离的。 《共产党宣

言》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生动体现。 它既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问世的标志， 又是世界上第一个

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是它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的标志。 《法兰西内

战》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又是巴

黎公社革命实践的忠实纪录和经验总结。 作

为科学家的马克思，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规律， 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

社会的运动规律；与此同时，作为革命家的马

克思，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地为宣传群众、组

织群众反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他的“全部活

动的顶峰”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恩

不能离开中国实际谈马克思主义 田心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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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评价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

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12］

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生来就是为了实践并且

始终以实践为目的的科学理论， 如果脱离本

国人民改变世界的实践对它作纯粹学术的学

院式研究，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它的本性，不能

真正理解它的精神实质， 更不能实现它的价

值。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 马克

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 不是

古董鉴赏家手中的玩物。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双重压迫下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
没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学术去研究和

鉴赏的闲情。 中国人民是在探索救国救民之

路的艰难跋涉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 在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中诞生的中国共

产党， 从一开始就把它当作观察和改变国家

命运的工具。 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

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中国伴随着

实践前进的脚步实现了中国化， 并成为国家

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始终

同中国人民的实践结合在一起， 始终同中国

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休戚

与共。 今天，党和国家之所以高度重视马克思

主义理论工作，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大

批 马 克 思 主 义 一 级 学 科 和 二 级 学 科 的 学 科

点，设立大批研究项目，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

理论人才、理论队伍，正是因为我们的实践需

要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
13 亿中国人民正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 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如果远离中国实际和

中国人民的实践，把对马克思著作、思想的研

究纯学术化， 就离开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目的。

当然，繁荣学术，发展理论，满足精神生

活的需求， 在相对的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学术

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 但它们的意义或价值

最终都依存于理论对实践的价值。 学术、理论

之于实践，只有相对的独立性。 完全脱离实践

的学术繁荣只是虚假繁荣，没有真实的意义，
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学术理论只是虚幻的精神

之花，不能真正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理论的

意义或价值归根到底是在于它能满足实践的

需要。 不同中国人民的实践发生关系，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研究就没有意义。
邓小平关于离开自己国家实际谈马克思

主义没有意义的论断， 同毛泽东在延安整风

中批评理论和实际分离、 倡导理论和实际统

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一脉相承的。 当年毛

泽东把学风问题当作“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3］

提到全党面前。 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

健康发展，也有赖于继续端正学风，在学术理

论研究中不断进行自我审视、自我校正。 当前

非常需要运用邓小平关于离开本国实际谈马

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的思想来审视我们的理论

工作。 本文以下结合我国哲学界关于“什么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谈谈这个问题。

三、离开中国实际讨论“什么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意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实践唯物主义”
的讨论以来， 我国哲学界一直存在着有关什

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 实质性的分歧，
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 “实践的唯物

主义”，而在于辩证唯物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 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强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特点的意义上称之为

“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无不妥。 问题在于，有些

论者用“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实

践一元论、实践存在论、实践的人本主义等等

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 二十多年前就有人提

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能同构”，辩证

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 而是源自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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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列宁、斯大林的哲学。 类似的观点一直有

人在谈论。 近年来，此类观点又一次以连篇累

牍地撰文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尖锐形式凸显

出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有论者称，辩证唯

物主义是冒牌的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旧

哲 学 的 复 辟，是“以 物 为 本”而 不 是“以 人 为

本”的哲学，要对它进行“彻底清算”,其论证的

基本方法，是文本引证。 一方面用引文来证明

“辩证唯物主义”一语不是出自马克思，而是

出自狄兹根、普列汉诺夫，它是列宁的失误，
是斯大林的曲解， 是苏联和中国的教科书哲

学；一方面试图用各种引文证明，只有他们自

己主张的某种哲学才是马克思的或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 他们的论证，一个明显的方法论特

点是，离开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的历史，离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 去谈论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于它同人民群众实

践的结合， 而党领导下的自觉的群众性社会

实践， 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主要途径或主要方

式。 结合主要不是通过分散的个人的实践活

动实现的， 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作

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制

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进行有

纲领、有组织的斗争，来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

群众推翻旧制度、 创立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

使命。 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

主义这个武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主

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长达 90 年的

时间里，在全国规模上同整个阶级、整个民族

的实践相结合， 通过亿万人民的实践变成巨

大的物质力量， 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空前的大事件，
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

至今 16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

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之所

以是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

学说的时候， 而且在于它为日后的实践所证

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是在长期的

实践中才得以实现、得以显现出来的。 因此，
在中国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问

题，离开了中国的实践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首

先必须回答：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

中国人民 90 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
答案十分明确：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 90 年来的全部重要

文献中， 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或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

第二十四条）。 当然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提法

或表述方式问题， 这种始终如一的表述方式

向世人昭示， 我们党和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

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哲学世界观的层

面说， 就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建党 90 年、建国 62 年来党领导

下的中国人民的实践， 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实践。 正如胡锦涛

同志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 面对着不同的

历史任务， 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4］

第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

过党的思想路线贯彻于党的全部实际工作之

中。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

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这是党在全部实际

工作中遵循的路线。 这条思想路线同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实际上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同它在实际工作中

的表现形态的关系。 邓小平阐明了这种关系，
他说：“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用

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15］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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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或称

政治路线、基本路线），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都是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从中国实际

出发制定的。 这些总路线集中概括了党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是党和

人民行动的指南。 正如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

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 其思想根源

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

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 是否从中国革命的

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 ”［17］因

此，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实施，集中体现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亿万中国人民群

众实践的结合；这些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辉煌成果， 就是中国人民的实践

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

性和崇高价值的证明。
因此， 决不能离开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实践去讨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问题。 在党和人民的历史和现实实践

面前， 那种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论者自己刚

刚从书本中发掘出来的某种理论的主张，面

临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 不可克服的理论难

题。
其一，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产生之

后就因被误解或曲解而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

隔绝， 直到今天才被这些论者从马克思的书

本中解读出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受过

社会实践的检验吗？ 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根据是什么？ 对于一种从来未曾付诸实

践因而未曾检验过的哲学， 我们究竟为什么

需要它，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它？
其二， 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而是某种完全要不得的旧哲学， 那么

应该如何解释它在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

的成功实践？ 应该如何看待党和人民的历史？

我们这个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为指导的党， 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

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呢？
其三，那些据称是马克思的哲学，但却是

刚刚由论者们“发现”因而从未同人民群众的

实践发生关系的理论，诸如实践本体论、实践

一元论、实践存在论、实践人本主义等等，它

们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价值？ 论者

们凭什么理由要求党和人民接受它们？
马克思在自己的新世界观刚刚萌芽时就

指出：“人的思维是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

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

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18］正

是立足于这一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观点，马

克思轻蔑地把那些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争

论，当作不屑一顾的问题撇在一旁，他说：“关

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

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

题。 ”［19］讨论经院哲学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不值得的。 邓小平关于“离开本国实际谈马克

思主义，没有意义”的论断，不正是马克思主

义的这一实践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

体现吗？
胡锦涛同 志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要求全党“牢固树

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 他还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

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

践。 ”［20］对于那些一边批判辩证唯物主义，一

边离开中国实践去谈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而提出来的种种哲学理论， 我们也不妨当

作经院哲学的问题撇在一旁， 沿着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在

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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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摘!!!!!!! !!!!!!!!!!!!!!!!!!!!!!!!!!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文化阐释

王荔在《兰州学刊》 2011 年第五期撰文指出，

中国法律发展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它决不是一

个简单的机械复制和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

法律现代性的全方位的生成问题。就中国的状况而

言，法律现代性还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

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

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

方面或某些侧面。因此，法律的现代性应当从法律

文化的视域中加以完整地阐释，从法律文化的基本

维度中加以全方位描述。而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则

应当是一个以法律实践的多元性、法律制度体系的

开放性和法律思想的批判性为其发展目标的漫长而

艰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

题之关键，正在于如何为这些法律的现代性品质寻

求本国的法律实践、法律制度体系以及法律思想的

土壤，使其在中国的法律机制运行和制度安排中作

为本质性的机理和规定性而扎根，真正成为中国法

律发展的内在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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