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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敦华和孙熙国主编的《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当代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
。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延续，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嫁接，也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哲学论述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实践基础上对我们时代问题的形上和科学解答。
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的关系，并提出解决这一关系的“正本清源”的方案。
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理论等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皆有显性的和隐性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让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如何从旧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实际上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人如何“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讲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人如何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
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在这些方面，重点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所提供的丰富思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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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支持古代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物质与
精神的互渗现象，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
有的论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说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在古代哲学研究中是不适应的，因而认为此一
现象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挑战。
在这些论者看来，既然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那么，对于还
没有形成纯粹物质一般和精神一般的哲学家的学派性质究竟如何评判呢？
的确，长期以来，思维的惯性使得我们一看到一个哲学家首先就去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但都忽视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是以人类抽象出
了较为清晰的物质与精神概念为前提。
但是，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哲学上最基本的范畴的形成和出现，更是如此，因此，当人类思维还没有抽象出纯
粹的物质一般和精神一般概念的时候，以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为标准划分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明确了这一点，再去研究古代的哲学家，我们就既不会用纯粹的物质一般的概念要求古代的唯物主义
哲学家，也不会用纯粹的精神一般的概念要求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但是，这并不表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不适应于古代哲学，恰恰相反，物质与精神互渗现象在古代哲学
中的大量存在，不是推翻而恰恰是证明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请注意，恩格斯在这里为什么一方面明确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适应范围是“全部哲学
”，但同时又对这一范围作了审慎地限定和说明，突出强调“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是因为哲学基本问题毕竟根源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即灵魂不死的观念和自然力的人
格化的观念，以及由这两种观念生发出的灵魂对肉体、灵魂对外界的关系和神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哲
学基本问题的最古老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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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第4部):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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