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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哲学创新宣言》

内容概要

《21世纪哲学创新宣言》主要内容包括：创新时代呼唤哲学创新、来自科学技术的哲学诉求、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当代哲学研究中
的几个问题、不能借“实践唯物主义”反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科学体系的
思考、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集体发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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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教授，1948年生于北京。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从1982年起在北京大学师从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枬森教授；1985年6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最早哲学博士；1989年5月成为
北大最早破格提拔的8个正教授之一；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津贴。全国重点学科、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观点为六点理论创新：
古今中外、综合创新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论；邓小平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论；经济、政治、文化
系统改革论；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中西文明比较论。发表论文200来篇，主要成果凝聚为“创新学五
部曲”、“中国学十部曲”。 徐春，女，1965年2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92年7月获北京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人学
理论、环境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主要学术成果：专著《人
类生存危机的沉思》《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全球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论》《当代
中国发展理论的哲学反思与探求》。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1998年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建设”；2007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邓小平发展
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基本观点研
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环保
部项目“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等多项课题研究。

Page 3



《21世纪哲学创新宣言》

书籍目录

Page 4



《21世纪哲学创新宣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顾名思义，马克思哲学是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学派的哲学。一
个人的哲学可能非常复杂，有的人一生中主张过几种哲学；有的人中年后稳定下来，终身坚持，虽然
后来也有所变化和发展。而一个学派的哲学往往是一个哲学体系，比较起来，变化不像一个人的哲学
那样大，它的名称中之所以包含某个人的名字，是因为这个人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他的
哲学思想占主导，但二者不能等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哲学，后者是前者的根基，
前者是后者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特征，它是一门科学，而马克思哲学则不能简单地称为
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逝世后，将与时俱进，为这一学派的继承者所发展，而马克思哲
学在马克思逝世后不可能发展或增加新的内容，如果有，那也是马克思生前遗失著作的发现或者是对
马克思著作的新的解读。因此，在我看来，认为马克思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观点成立的标
准，越接近马克思就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倾向是太过分了。 按照我的这种理解，在今天马克思哲
学创新就无从谈起，只能谈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科
学的创新。 汪：你的这些想法，我没有思考过，一时还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们还是接着讨论马克思主
义哲学创新的主题吧。你能不能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异同问题？ 黄
：好，这正是大家有所争议的问题。 在我看来，二者基本一致，有时甚至完全一致。 “马克思主义
哲学创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总体创新和局部创新，即内容的创新、方法的创新、结构的创新
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人们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就是结构的创新，而
广义的则包括各个局部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没有什么区别，它既是整体创新，也包括各个
局部的创新，不能把体系理解为只是一个骨架，体系是一个系统，系统一定包含它的因素以及因素之
间的联系。不能把系统仅仅理解为其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系统论者的共识，为什么要把思
想体系即思想系统仅仅理解为思想之间的联系，不涉及它的具体内容呢？ 再说，对于一种理论来说，
思想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小至一篇文章、一个报告都有其思想之间的一定的
联系，如果内容颠三倒四、杂乱无章，别人怎样正确掌握你的思想实质呢？特别是科学理论，其原理
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联系越严密越好，越能表达其内容的合理性，越能说服人。思想体系的形成往
往成为一门科学形成的标志。 应该强调，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僵死的、凝固的、封闭的，而是
生机勃勃的、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往往是多样的。创新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仅仅是把一些
概念或原理颠来倒去，抽象地改动它们的顺序，这正是有些学者厌恶“体系”的原因。因此，只要我
们正确理解“体系创新”的丰富内涵，创新就会是全面的，而不致使创新流于框架的变动上，不致削
弱其他方面的创新。我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可以说是贯彻了这种理解的实例
之一，当然贯彻得好不好，够不够，又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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