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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学者自述、学生记述和学界评述相结合的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思想文集。
全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王东教授的学术思想自述，遴选了13篇文章立求全面展现王东教
授30年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成果；二是对王东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创新的全方位解读，重点
展示王东教授在“中国学”、“马克思学”、“改革学”和“创新学”等领域的学术思想；三是王东
教授的教育创新和学术传承，在介绍王东教授教育创新思想实践的同时，展现以王东教授为核心的学
术共同体的基本情况；四是学界同仁和社会名流对王东教授各个时期不同学术思想成果的分析和点评
。
从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王东先生的心路历程，而且可以看到他的学术创新和教育创新，进而领悟和
体会为人之道、为学之道和为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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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学的奠基之作——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比较思考　　开创中国特色马克思学——《
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评介　　开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马克思学新奠基》评介　　探索马克
思哲学解读方法的创新之作——《马克思学新奠基》一书评介　三、《中华文明论》　　综合创新文
化观的运用　　中国文化研究的新作——评《中华文明论》　　尽述中华文明——评介《中华文明论
——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　　《中华文明论》告诉我们什么　　评《中华文明论》的文明起源思
想　四、《中华腾飞论》　　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构想——读《中华腾飞论》　　研
究中华腾飞之路的学术力作——评王东新著《中华腾飞论》　　深入研究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力
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评介　五、《中华国富论》　　国富新论—
—评王东《中华国富论》　　《中华国富论》出版　六、《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　　改革源头的系
统探索——评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　　列宁最后之作的当代沉思——读《改革之路的真正源
头》　七、《（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　　拓展历史哲学研究的新视野——对《资本论》历史观的
沉思评价　八、《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　　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　九
、访谈录　　探寻当代哲学发展的生长点——访中年学者王东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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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学术梦想——学术寻梦三十年一、理想：学术共同体的灵魂理想是一个人的人生灵魂，也是一个
学术共同体的灵魂，更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灵魂所系。
我们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就理想目标来说，我们追求三位一体的学术梦想：北大学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就理论空间来说，我们渴望三学一体的治学目标：中国马克思学——中国学——改革创新学。
首先是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创造中国马克思学； 以马克思哲学为基石，开创中
国学； 以“马克思学——中国学”为两个基石，开创改革创新学，特别是哲学创新之学，为全球化时
代与中国现代化起飞，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我的生活轨迹是三部曲：北京——北大荒——北大。
我的治学之道也是三部曲：20世纪80年代改革创新学——90年代中国学——21世纪初提出创建中国马
克思学。
 在这三部曲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为中国现代化起飞，做哲学奠基、铺路石子。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曲折多磨的历史命运，在建国之初的壮丽日出中，我也有一
个金色童年之梦；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从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山下乡，来到了黑龙江
的北大荒，在虎林县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待就是整整十年。
令人庆幸的是，在我三十而立之年，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而就学术生命来说，我又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的学术生涯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1978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历史洪流，我作为一名“老三届”高中生，“七七级大学生”有幸进入
黑龙江大学校门；才读一年半，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
年，我又在北京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的哲学博士；l991年，我又随着改革开放大
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的生活轨迹，是“北京——北大荒——北大”。
转来转去，没有离开“北国风光”的一个“北”字。
或许可以说，我的学风文风，带着北京四合院的京味，又掺着北大荒黑土地的土味，又带点兼收并蓄
、综合创新的北大味。
我虽历经沧桑，却仍痴心不改，在这不惑之年里，辗转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我有幸能从事于科学研究
，决不能仅仅为个人做学问，一定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中华民族和祖国母亲！
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学人，站在世界走向21世纪的门槛上，我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大命运问题：一是中
国命运；二是人的命运。
就像椭圆形有两个焦点一样，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紧紧围绕着这两个命运的焦点问题。
如果说，我有什么学术夙愿、理想追求的话，那就是倾注我的全部心血，为探索这两大命运问题，创
建两门跨学科的新学问：一门叫做“中国学”，一门叫做“人学”。
我愿把自己上下求索的这两门新学，化作两块铺路的石子，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铺在中华腾飞的
道路上，铺在21世纪人类走向解放的道路上。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人红尘数百年”。
曹雪芹与《红楼梦》，意在补天，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我的志向没有那么高远，我愿呕心沥血，化
做一块铺路石子，铺在中国现代化创新之路上，铺在中华腾飞的大道上！
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起，有一次，熊十力先生突然对陈毅元帅大哭起来，说的是他没有弟子，学无传人
。
张先生感到释然和欣然的是，他有不少弟子，学有传人。
我感到自己三生有幸的是，不仅先后在北大师从黄楠森、张岱年等名家大师，而且自己身边也有一批
弟子，学术传人，并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学术共同体。
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目标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最高的典范是三个：第一，是孔子私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
二，开启了启发式教育法的东方源头，开创了教学相长的理想型的师生共同体；第二，是古希腊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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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先后开创的学园，推崇学术自由、个性自由，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学
术共同体； 第三，是马克思学派，树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的是开创现代世界哲学，实现人类解放，
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
我们应当把这三种范式综合起来，加以创新：第一步，创造中国马克思学；　　第二步，创造富于时
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中国学；第三步，创造面向全球化时代与人类解放的现代世界新型哲学——大成
智慧学，为中国与世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二、20世纪80年代：倡导改革创新学的五部曲 我出生在一个文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中。
父亲王培英毕业于上海交大，是信息通讯技术的高级工程师；母亲高慧莹毕业于北京师大，是多年专
攻小学语文教育的专家。
这或许是我从小偏爱跨学科、跨文理的家学渊源吧？
在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中，还伴随着一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大讨论。
对于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有三种观点，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几乎势均力敌，如同中国文坛上的“三国演义”。
第一种观点是全盘西化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要一切照搬西学；第二种观点是儒学复归论
，认为文化必须固守中国本位，因而要回到传统儒学：第三种观点是综合创新论，认为要综合中西文
明成果，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讨论过程当中，张岱年先生在1986年首先提出综合创新论的文化主张。
我在同年出版的《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一书中，也提出了综合创新论的基本思想，但远不如张先生
提得更早、更深刻、更系统，因而我虽然后来很快评上了正教授，但仍心悦诚服地拜张先生为师。
为了体现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走向，就需要打破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努力开拓新的方法论工具，跨学
科方法是一种必然选择。
可以说，综合创新论是跨学科方法的一以贯之的内在灵魂，跨学科方法是综合创新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论工具；——者相辅相成，犹如一枚金币的两面。
二者相结合，旨在创造改革学，或叫创新学。
为了探索跨学科新方法，创造改革创新学，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先后迈出了五步，以我的五本书为
标志，可以叫做“改革创新学五部曲”：198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是
我写的第一本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第一步——把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并把中国传
统的考据学、解释学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该书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主旨是哲学创新，
尤其是哲学世界观的创新；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
》（与张翼星、孙承叔合著），是第二部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第二步——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的综合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研究，该书曾获北京大学学术著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评论中指出：“该书探讨了‘经济改革一政治改革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
发展战略”（1987年6月8日），主旨是系统改革论，或叫综合创新论；1988年出版的《对（资本论）
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与孙承叔合作），是我的第三本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第三
步——经济学和哲学的综合研究，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综合研究，该书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主旨是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重大创新；1990年出版的个人专著《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
是第四本书，也是迈出的跨学科研究的第四步——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的综合研究，主
旨是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1994年出版的第五本书《主体论——新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与丰
子义、孙承叔合著），是跨学科研究的第五步——中国人学、西方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新综合，
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做综合研究，主旨是人学创新，主体论
创新。
正是在此基础上，这些年来在跨学科方法上，我又做出了新探索，试图登上一个新台阶、大台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为了跨出这一步，我所付出的代价，经历的艰辛，实在是一言难尽的。
且不说我曾潜心研究10年，其中后6年甚至很少发表东西，也不说曾经负笈远行，行程3万里，走访俄
罗斯、德国、瑞典等6国；光是为了购买跨学科研究的书籍资料，就花去了我近年来收入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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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二分之一。
在知识分子收入菲薄的商品大潮中，此中艰辛，可想而知。
但我的母亲、爱人、孩子及其他亲人，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在我的学术成果中，也融
入了他们的一份心意。
　　我向学术界的老前辈钱学森、黄楠森、张岱年先生，致以深深的谢忱！
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精神支持，我几乎难以支撑下去。
三、20世纪90年代：开创中国学的五部曲就像一出剧、一首歌、一部电影，总要有个主题那样，每个
时代、每一代人，也都有其特定的主题。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大的时代主题，最高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革创新，振兴中华。
改革创新，经济起飞，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历史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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