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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

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 哲学追求真理，又追求价值。从根

本上说，它总是表达和体现着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诉

求。恩格斯说过: “从 15 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

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

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

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充

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在德国古典哲学那“迂腐晦涩”、“笨

拙枯燥”的词句背后隐藏着的也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问题中诞生

的。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工人阶级和人类的

解放作为自己的主题，把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

追求和伟大历史使命。它公开申明自己的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

众的哲学。它服务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

解放事业，使工人阶级由自发的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始终成为他

们变革社会实践、实现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

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

理论终结的。在内在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

等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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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

题，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历史任务。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

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

指引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社会主义的

巨大成就。它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

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丰富

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毛

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

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当今社会，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占主导地位。在存在利益

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国家、意识形态不能不具有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性

质。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国家的

指导思想。其中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国家的哲学，是体现

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占国家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哲学。这一点，

我国宪法有着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

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

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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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和国家的哲学，是立足国情，对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提升为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

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水平的回答，并反过来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必须回答自己时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都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当代中国最

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杨永庚同志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就是对

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如何实现的探讨。论著把马克思主义和国情的具

体结合视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问题，把这种结合的规律，即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规律作为当代中国国家

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梳理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国

家哲学的具体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尽管国家哲学、当代中

国国家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是值得肯定的。

是为序。

2010 年国庆节于西安文理学院

(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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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绪论: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国家哲学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

系，而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围

绕国家哲学的主题和学科属性、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意

义、中国国家哲学理论成果研究的开启和学科建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

较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做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现状

( 一) 国家哲学的内涵和学科属性

国家哲学是在政治学和哲学等的融合过程中从其他领域分化出

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后被确立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经验化和

实证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关于国家哲学的性质、对象、研究范围以及

学科属性，理论界和学术界都是有分歧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

多学科、多层次( 特别是政治哲学) 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论述反

复探讨和辨析。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等的经典诠释，国

家哲学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一门关乎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

法性根据或基本原理( 原则) 的智慧之学。柏拉图是欧洲哲学史上首

先提出和制定贵族奴隶主国家哲学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

道”认为占有国家人数最多的阶级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具有重

要性，他从“善”、“正义”的道德观念出发来研究国家哲学; 16 世纪马

基弗利雅开始将“权利”作为研究国家哲学的出发点，把人看做是社

会和政治动物。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提出的托马斯主义

从 13 世纪起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哲学曾上升为普

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最能体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国社会生

活特点的实用主义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各种代表人物当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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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行动准则。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中讲到，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国家哲学，卢梭是国家哲学的创建者，黑格尔、

格林和鲍桑葵则是国家哲学的继承者①，国家哲学和政治哲学密不可

分，它不仅是政治哲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政治哲学几乎全

部内容的特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就是关于国家行为的指导思想和运行

原则。国家哲学规划着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所表征着的正是不

同类型的国家哲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国家哲学是在一个国

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该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国

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维护国

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最核心的意识形态②;另一种看法是，国家哲学是

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

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③ 国家哲学虽然主要是关于

社会实践的研究，但也有它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种可以称作“国家形

而上学”的关于国情深度性质的问题，它涉及国家活动的精神本质。

再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王道”学

的传统。其基本理念是，以“王道”为主导，能构建社会乌托邦，能达

制“强国之术”，最终能使“国、家”达制“世界主义”，其基本内涵有

“大一统”人间秩序的理想形态及其形上根据、专制君权的正当性判

准、国家的法制宪纲、政治伦理与实践原则、立国兴国的改革之道等

等。④ 国家哲学作为统治阶级的自我规定、自我表述，具有虚拟性，它

不一定也不必要求它是真理。在现代，国家哲学主要是一个比较性的

概念。国家哲学的现代发展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受到科学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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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知体系的极大影响，其基本倾向是以实证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

并且以“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别作为基础。因此，从认知体系来

说，传统的国家哲学与现代国家哲学之间与其说是连续的，倒不如说

是断裂的更为恰当。论者认为，现代国家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

国家行为的价值性范畴及其关系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国家行为

的合法性的论证和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理论构建;关于国家运行和社

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关于用国家哲学指导国家战略的

建构，以应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问题。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社会存在、社

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定

阶段的某个国家社会存在即国情事实。从整个社会形态来看，国家哲

学由此可以相应的分为以下四个主要论域:第一，政治哲学;第二，经

济哲学;第三，文化哲学;第四，社会哲学。论者指出，国家哲学的主题

则首先是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原则与社会的基本制

度安排而展开的，最终体现为行动哲学。行动哲学是指行动的哲学依

据和哲学意味，所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哲学即当代中国国民主

流行动的哲学依据和哲学意味，论者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

总结、概括和提升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国民主流的行动哲学进行了

八个方面的概括: 实事求是———在务实中求真;经世致用———在特色

中结合;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奋发图强———在竞争中发展; 和

而不同———在融合中自主; 兼容并蓄———在开放中清醒; 刚柔相

济———在法制中尚德;以人为本———在和谐中奋进。②

我们看到，国家哲学是集政治学与哲学、经验与先验、事实与价值

相统一的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学科，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为其研究对

象，是政治学与哲学等的交叉学科，甚至是一门综合学科，具有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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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在学科层面上，它不是来自政治学的一个展开

体系，在哲学中也不是一个低层次的、局部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高层

次的、全局性的普遍问题。作为整个国家生存发展实践及其理论，它

具有统治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这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从

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政治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而是全面地着

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现状，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

究方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来构建当代的社会发展理论。综合学者们

的观点，国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应该体现为与“实然性”命题相区别的

“应然性”命题，体现为形而上的学理透析，其价值诉求在于“真理

性”，有别于“实然性”所追求的“事实性”;其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

对作为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对现实社会正

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是在经过各学科高度分化、各学科逐渐

成熟以后，在实践中开始走向综合的产物，并由此显现它与其他相关

学科的区别。

中国国家哲学呈现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基础上进行新

的量变的发展过程。① 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

夜，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国家哲学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繁荣

的转型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国家哲

学发展的历程，一切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站在时代、实践和科学的

前沿，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既回溯其文化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又会通中西哲学精华，始终把握

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创建出新时代的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系统之内，而又具有自己特色和相对独立意义的国家哲学体系。

( 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国家哲学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就其与社会生活变化的关

联性而言，具有一种必然性，亦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国家哲学是马

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提出和使用的概念，没有做专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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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系统的论述，但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国家哲学

的兴起及其与这一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国家

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一传统在当代的现实意义。这同时也意

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

的发扬与阐释。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它建立在唯物

史观基础之上的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它主要

是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社会历史的基础与根本动力、社会

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形态的演进等，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历

史必然性;二是运行层次，它主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

径、机制等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他在“国家”层面进行“哲学”思考的基

本含义。一种是指用一定的哲学观点去论述国家的学说;另一种是指

在一个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是该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表

现，是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规范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

维护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最高或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眼

中，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他的“新唯物主义”的实

践化。这也意味着，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马克思那里

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称谓，在一定意义上正

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国家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任何一种国家

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

所谓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统一。它更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历史事

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强调了任何价值、任何规范的历史合理性，而

非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这也就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

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这样一种国家哲学可称之为理想

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① 但是，由于种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原

因，在很长时间中，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却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在俄

5

①陈晏清．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6) : 121



罗斯，有学者说: “不能把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国家

哲学”①。

马克思国家哲学的主题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批判，得

出的结论是国家必须被消灭。人类解放必须以推翻现有社会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论者认为，马克思国

家哲学的超越性，并非是对现存国家社会秩序的简单否弃。他关于自

由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论证，以及对

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都

是其国家哲学具有深厚内在性的表现。当然，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主

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国家哲学长期以来仅仅被指称为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而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国家哲

学”。至于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

家，如何创建出一种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又明显高于原有

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 专政) ，如何在现存政治秩序中实现社会

正义，更是一些全新的课题。② 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

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国家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这

也揭示出马克思国家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

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总之，马克思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具有全面的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具有普遍

的世界意义。而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构建和探索，更是具有现实

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主义国家能真正实现国家和哲学的内在统一，按照社会发展

的规律正确理解和处理国家与哲学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它们

具有一种双向的、彼此作用的互动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管理社会过

程中对国家和哲学的作用发挥始终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国家哲学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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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位置不同，稳定程度不同，但这两个力量相互支撑、相互影响，在

互动中不断更新具体内容，呈现为一个既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又不断

实现内容更新的动态结构。一方面，两者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在表现

形式上，国家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力，而哲学则是一种无形的、潜

移默化的吸引、影响和同化的力量。国家主要源自对国家资源的组

织、调配和构建; 而哲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一国的历史传统、价值取

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和哲学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其实，在

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进行评价的时候，哲学作为一种因素内化在国家

当中，而且，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交互或者同时运用两者。① 从国家

哲学所包含的双重维度来看马克思国家哲学，后者无疑也内含了用哲

学的方式处理国家和用国家的方式处理哲学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

综合以上观点，国家哲学可以一般的理解为对于社会生活的哲学

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也可以是指

向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的。通过改变外部事实性以实现价值性

与事实性统一的哲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即马克思的理想性的

国家哲学一定程度上能给出社会运行的总目标。然而，现实社会生活

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需要给出特定时间里特

定国家社会系统运行的具体状态，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也能构建

起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国家哲学。这种现实性的国家哲学与既有

的理想性维度的国家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国家哲学的两种不同的进路，

两种进路之间既存在某种张力，但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李大钊曾

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马克思主义是要“拿来做

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行动”，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

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

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在当前，我们看到所要进行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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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作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构建一种系统的现实性马克思主

义国家哲学，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对于理想性马克思主义国家

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阐释。

( 三) 中国国家哲学理论成果研究的开启和自觉

国家哲学说明、解释、论证一个国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理

和原则，说明在某一历史阶段上，一个国家在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过程

中思维活动的一般特点，分析和论证它的思维模式( 或理论模式、解

释模型) 的合理性及局限性，从而不断地为探索未来，实现发展目标

提供新的更科学、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

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而反映时代的理论是为我们的发展服务

的，时代的发展不仅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向我们展现出全部社

会生活的新的意义，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哲学是理论之据。

在国外，对国家哲学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前沿问题，研究成果甚丰，

但有的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如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对社会主

义国家学说进行了不公正的评价; 有的从纯理论来研究，如鲍桑葵

《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只是将国家哲学在观念上清晰地呈现出来，

却有意避免涉及实际应用;德国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

中曲解马克思的国家哲学观的依据是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样板;当

前欧洲一些国家从对立的立场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各国国家

哲学。

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关于国家的研究著作不

断问世，如邹永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和《国家学说史》、陈

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尹树广《国家批判理论》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等。这些

著作基于不同的学术目标而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它们或较多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视野，或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为论题，甚至以某些著作的解读为题

旨，因而都未能对国家哲学作出较为全面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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