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编译工程与现实定向

吴晓明

� � 首先我要谈的是中央编译局的编译工程。对于

我们搞哲学、特别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来

说,中央编译局所提供的资源, 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

在不断地受用。可以说, 现在在学术研究领域当中

能够有这么好的学术翻译资源的,大概首先就是马

克思主义学科。我也看过一些译得很好的西方名

著,但是总体上来讲都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

克思主义著作的大规范、高质量的翻译。因此, 中央

编译局翻译马列著作巨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的。从中国历史上看, 大概只有当年佛学的中国化

过程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巨大的工程。这一点我们确

实应该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局,而且最近这些年来,编

译局的工作一直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确实非常

了不起。这使我们想起当年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研究院,它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用整箱整箱的

黄金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文献照片。同样的

事情我们只有在编译局能看到,它以这么大的人力

物力, 以这样一种积极的投入, 而且以这样一种巨大

的理论热情、极其认真严肃的学术姿态来做这样大

的工程。所以我们确实非常感动,而且其翻译和研

究的质量,据我的了解,是非常杰出和非常优秀的。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发

表,一部俄文版和一部德文版同时出现, 但是德文版

和俄文版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俄文版要优越得

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在文献的研究、积累和投入

方面要强很多。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

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一直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迄

今一直受惠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我确实觉

得我们整个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献和资料方面做的

最好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和整理

工作。

其次我要谈的是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这本杂

志。这个刊物的名称不仅仅意味着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意味着这两者的结合,而且我认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切中并把握社

会现实, 这甚至应当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

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 好像把做现实的与做理论的

完全分割开来,学术理论做得好的似乎就不要理睬

现实,关心现实的人仿佛就理论都很差,这样就形成

一种分裂状态, 这种状态在学术界是普遍存在的。

我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有一个重要转向,他认为哲学、

理论的最高要求就是能够揭示并且能够切中所谓的

�现实 �。现实并不是通常我们想象的那种东西, 好

像就是 �事实 �。 �事实 �在哲学上大体被了解为什

么呢? 它是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 但 �现

实�肯定不是这样的东西。现实这个概念在黑格尔

的逻辑学中不是出现在存在论中, 而是出现在本质

论中的,所谓 �现实�,就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恩格

斯也专门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

程中表现为必然性。所以, 在哲学理论上我们应该

把现实这个问题辨清, 应该把这一点理解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最根本的生命线。欧阳康教授讲到, 从实

践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有多大的成就取决

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如果从理论上来讲,我认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前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取决于它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对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积极的应

答。如果抓不住这一点, 抓不住现实,那么我认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境遇就不会很好。就不会

有远大的前景。我们知道,在社会历史方面,费尔巴

哈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要薄弱得多, 恩格斯说只是表

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贫乏。费尔巴哈贫乏在什么地

方? 他抓不住现实, 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却能够牢牢

地抓住社会现实。当然, 这个现实跟马克思理解的

非常不同,甚至恰好相反, 所以需要有马克思的一个

哲学革命。我认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目前问

题的重点确实在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这两者的

真正结合。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 所谓中国道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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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这个地方被理解到、被把握到并且从理论上

被加以深刻的说明。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很早就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 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道路,有的只是苏联道路的变种,那就是大城市的

武装起义。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一个

重大问题同样如此,用黑格尔的话说, 它在很大程度

上局限于 �外部反思 �。而在外部反思的理论方式

中,实际上也没有中国道路, 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变相的形式,一种或多或少

是不成熟的、但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形式。这种研

究状况和理解方式必须有极大的改变, 所以, 抓住、

理解、切中、揭示当今的社会现实恐怕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所要负担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因此, 我认

为 �马克思与现实 �这个杂志的前景以及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切中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社

会现实。总之,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个题目、这个

杂志的名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主题,

如果杂志能在这一主题上真正成为我们国内马克思

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 �领头羊�的话,那么我认为它

就必须在社会现实这一度上有重要的理论阐述和深

化。这决不意味要研究现实就不需要深入的理论,

恰恰相反,要达到 �现实 �是需要很高明的理论的。

就我的观点看来,大体上, 黑格尔、马克思可以说是

两位导师,他们的哲学是能够深入到现实当中去的。

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

史的本质性一度当中去了。什么叫历史的本质性一

度,那就是社会现实的一度。所以海德格尔说,马克

思的历史理论比一切其他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我觉

得从哲学理论上来讲, �马克思主义与实现 �这个主

题恐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如果说中国道路的

真正开辟在实践意义上意味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有

多大的发展前景,那么在理论上,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前景则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握、切中当今

中国的社会现实。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

在实现“两个结合”上下功夫

陈学明

� � 为了使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在原有的基础上办

出更高的水准, 我在这里冒昧提点希望。我主要是

希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实现 �两个结合 �上下

功夫,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上闯出一条

新路, 做得越来越好。

观察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以我个

人看是不太理想的。因为, 一方面, 我们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脱离现

实,走纯学术的研究道路; 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

研究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少马克思主

义的实际影响力。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远离了现

实,从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就处于 �自我放逐 �的

状态, 尽管我们可以凭那些 �高深�的学术成果当教

授,获取学术地位,但一想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当代

中国现实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只是 �学术 �而不是

�思想 �和 �理论 �,我们内心实际上是很空虚的。有

个青年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 如果说以前的研究曾

把 �外哲�做成 �马哲 �,又把 �马哲 �做成 �政治 �, 那

么当今的研究则是把 �马哲 �做成 �外哲 �, 又把 �外

哲�做成 �纯学术 �。至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由于

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那么什么新自由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等就会 �乘虚而入 �,我们到处可以看

到新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为解决现实问题

所开出的 �药方 �。我们多么渴望更多地看到用马克

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必须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

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认识。这里首先有一个对

当今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可的问

题。党中央一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央文

件上一再指出对此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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