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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文化
即人化，它是人类活动过程与结果的总和。人类活动的
结果，既包括积极的成果，也包括消极的结果，这都是
人类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唯有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才
能够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定位。而消极的结果，乃是人类
文明的异化。

人类文明从逻辑的维度来看，乃是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古代的
农业文明，近代的工业文明，以及现代的信息文明，则
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也是科技文明的历史提升。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近代，然而技术则与人类
社会同步产生。古代的科技文明是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的
畸型文明，而近代的科技文明，则是科学与技术的完整
结合。

科技革命推动了科技文明不断飞跃。第一次科技革
命，使科技文明达到了机械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则使
科技文明达到了电气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进一步使
科技文明达到了自动化。现代科技革命，终于把科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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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推到了现代形态。现代的信息文明乃是智能文明，它
是科技文明发展的时代高度。

科技文明必然升华为科技意识，科技意识是科技文
明的时代精神。科技意识的历史发展，又必然浓缩为人
类科技思想的新形态，科技观则是人类科技思想的宏观
形态和高度浓缩。

从公元 1 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 “知为
力”，到公元 17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的 “知
识就是力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进行了唯物史
观的改造。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应运而
生。“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乃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
本命题。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的科技观，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
辉命题，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推到了新的高度。

当人类刚刚跨进 21 世纪大门的时候，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又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的最新形态。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对科学技术又进行了先进生产力的时代
定位，进一步赋予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以新的时代
内涵。至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
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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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的时代平台。
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构

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本质论、科
技结构论、科技功能论、科技主体论、科技活动论、科
技发展论，六维交叉，有机整合，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
义科技观的逻辑结构。

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
富，构成了推动我国历史的精神动力，科技兴国则成为
中华民族的时代选择; 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马
列主义的时代高度，构成了审视科技文明的理性方法，
知识经济则成了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 当代马克思主义
科技观，作为时代精神的逻辑升华，构成了著写辉煌人
生的伟大智慧，理性建构则成为现代主体的文明品位。

逻辑是历史的积淀，价值是逻辑的延伸。历史形
成、逻辑结构和价值定位，构筑了我们透视当代马克思
主义科技观的三维坐标，也内导着我们理解当代马克思
主义科技观的基本维度。

历史—逻辑—价值，三大维度自成体系，又浑然一
体，从而构成了本书的逻辑框架，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
思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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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无产
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全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基础，突出了社会实践的地位; 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突
出了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然要与时俱进，回答
我们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哲学的产生和含义
哲学是在人类文明与思维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以后才产

生的。古代的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以及稍后的希腊
之所以成为哲学最早的发源地，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过灿烂
的文明。古代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还有同它相交织的宗教神
话、占卜巫术体现了古代人对世界的认识，它们为哲学的产生提
供了可能性。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统治的形
成和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使哲学的产生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常青的人文学科。产生在人类进入文明初
期的哲学几乎包罗了其他科学知识。从时间上看，哲学经历了
3000 多年的发展，内部又有不同的派别和演变，复杂而又曲折;
从地域来看，世界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具有很大的民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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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因此，要给哲学下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事
情。西方的“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philosophia，由 “爱”
和“智慧”两个词根构成。哲学与科学知识不同，而且也不是
一般的智慧，而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它始终围绕着真、善、美这
些根本问题而展开。它没有技术上的直接用途，但却担负着塑造
人的信仰、启迪智慧的作用。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哲学
的“最高的智慧”这一性质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并对哲学下一
个比较合理的定义。

( 一) 从哲学与宗教、艺术的关系来看，哲学是理论化、系
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世界观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世界观有
两个层次，一个是自发的世界观，一个是自觉的世界观。一般来
说，世界观人人都有，一般形成于 18 岁左右。许多民族有 “成
人节”或成人仪式，有意无意地把世界观作为个人成熟的标志;
世界各国大体上都把 18 岁作为公民身份的年龄限制。有了成熟
的世界观，才能有比较稳定的行为方式，才能正确判断自己行为
的性质及后果，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世界观是人成年的
条件和标志，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
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着自己的世界观，并把它作为精神的支柱。世
界观的核心是信仰问题。信仰是人的一种在理智抉择和价值评价
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的情感意志状态和心理定势，是人心理的
最高形式。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专门反思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少
数的人主要是哲学家、宗教人士、艺术家等把世界观作为反思的
对象，并形成系统化的世界观。艺术家体验生活、宗教人士超越
现实，都立足于自觉的世界观。但是，艺术和宗教所拥有的世界
观，是一种用意象来表达的世界观，达不到哲学的理论化高度。
艺术与宗教可能比哲学生动，但哲学比它们更为深刻。

任何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哲学世界观是人对自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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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始终离不开主体即人自身的利益和需
要。因而，哲学从一开始便有阶级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
公开宣布: 它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无阶级性的哲学。哲学
家常常有意无意地掩盖哲学的阶级倾向性，自诩为全人类利益的
忠实代表。这一点与哲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既立足于人与整个
世界的关系，又通过理论体系的形式进行有关，即通过理论体系
的形式表达对社会关系的看法，有显而易见的间接性。因此，在
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处于真理和价值之间，是真理与价值的有机
统一。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人们在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根本原则和方法。一般来
说，世界观决定着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
论。但是，方法论对世界观也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科学的方法论
有助于人们不断丰富、深化和修正世界观。

世界观不但有不同的类型，而且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自然
观、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是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一般来
说，世界观、历史观及价值观包括并决定着人生观，但人生观对
它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人生观上的差别往往会影响
着世界观的差异。

( 二)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
知识及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与科学有不解之缘。哲学一方面表达了人对宇宙的体
验，另一方面又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哲学与科学相同，二
者都是理性觉醒的成果，与宗教、神话、迷信、传说等有本质的
区别。在此意义上，人们经常把哲学也视为科学。但事实上，任
何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一般都不直接探讨人的生存及其意义问
题。哲学与宗教学、历史学等，虽有 “学”之名，但更有人文
学科之实。所以，哲学与科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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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相同之处。哲学与科学的相同之处
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 ①是二者都以现实世界为研究对象。无
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它们都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与宗
教以超现实的 “彼岸世界”为对象有本质的区别; ②是二者都
以规律为研究内容，力求探索宇宙的奥秘; ③是二者都有理论和
逻辑体系，由一定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知识体系构成。 ( 2 )
二者的区别之处。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从根本上就是人文学科与科
学的区别。具体来看，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从研究对象上看，
哲学以世界整体为对象，而科学以世界的某一领域为研究对象，
二者有整体与部分的区别; ②从内容来看，哲学探讨的是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最一般的规律，而科学只研究某一领域
的特殊规律，二者在此意义上有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
系; ③从思维方式或视角来看，哲学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思
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视角反映世界，而科学只是从客体自身的问
题为出发点，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 ( 3 ) 二者的相
互影响。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二者
一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哲学能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指导。任何科学，都离不开这种或那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
无论从科学的发现、发展还是检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作用都是存在的。有的科学家自觉地接受哲学的影响，有的在
科学研究中不自觉地受到了某种哲学的启迪和指导。另一方面，
科学是哲学的重要基础，能为哲学提供思考的材料。哲学立足于
基本的科学结论，不能违背科学事实，哲学家也经常从科学家的
思维方式中得到极大的启发。科学哲学家波普与物理学家、相对
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是这一方面的当代典
范。严格地说，真正的科学家多少都有自己的哲学见解，伟大的
哲学家不能不了解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许多人往往兼具哲学家与
科学家双重身份。所以，哲学与科学是分不开的。在哲学与具体

·4·



科学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贬低哲学的
“无用论”和“取消论”，即认为哲学没有什么用处，可以取消
哲学; 另一种是夸大哲学作用的 “代替论”，即认为可以用哲学
取代具体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 三) 从哲学与社会的关系看，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意识
形态

哲学不只是哲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能产生广泛的
社会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政治
法律制度及设施。哲学是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离经济基础的距
离最远。因此，无论哲学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对社会的反作用，都
是间接的。哲学与社会的发展不完全同步，有时超前，有时滞
后。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往往并不能说明哲学的发展情况。哲
学只能对一定时代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特别是有关真、善、
美的问题，做出高度概括的反映，把一些有普遍影响的社会思潮
凝结为哲学世界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把哲学称作 “时
代精神的精华”。

从世界各大文明的发展来看，先进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哲
学。欧洲哲学、中国哲学、印度佛教哲学是水平较高、成就辉煌
的三种哲学，也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较高成果。近代以后，工
业文明异军突起，商业文化刺激了哲学的迅速发展; 西方发达国
家的哲学占据了世界哲学的主要位置。历史进入后工业时代，对
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社会问题异常突出，恐
怖事件不断发生，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
面，科技革命步伐加快，信息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
面，网络时代的文化观念对传统哲学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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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的问题都要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做出概括和反思，
启迪人们更进一步理解和体验社会生活。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社会
意识形态，距离社会生活最远，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冷静、深刻
见长，具有高屋建瓴的视角。因此，有人提出 “哲学无用”，那
只不过是说哲学没有具体科学之用，但哲学却有树立世界观和信
仰的“大用”。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党性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真、善、美等根本问题

的总的看法，包含着许多复杂的问题。那么，在众多的哲学问题
中，什么是最基本的问题呢? 恩格斯总结了哲学的历史发展，对
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
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意识和物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问题。那么，这一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

( 一) 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
早在原始社会，原始人类就开始思考做梦和死亡现象，认为

人做梦和死亡时灵魂就离开人的身体而单独活动。他们不得不思
考灵魂的我与肉体的我的关系，也就是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尽管原始人由于不了解人体的结构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而提出了
有两个“我”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却是最原始形态的思维与存
在的关系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进而演变
为神与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欧洲的中世纪，神学占据统
治地位，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基本问题以神学的此岸与彼
岸、上帝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形态显现出来。近代科学和工业兴
起，如何认识世界、获取科学知识的要求使哲学更加自觉地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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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形式。黑格尔早就
意识到该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 费尔巴哈也认为所有的哲学问
题都围绕着该问题而展开; 恩格斯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哲
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为系统而深入地认识人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
基本线索。尽管哲学的发展千姿百态，但其基本问题都不过是思
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表现形态。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问题，它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发展，是对时代
精神精华的高度的理论概括。

( 二) 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是本体论，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第一

性、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对此所作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惟一标准。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
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就是唯物主
义。相反，凡认为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是世界的本
原，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就是唯心主义。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
心主义，都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是一元论。此外，多元论
认为，世界的本原有多个，如印度的 “四大说”; 二元论的代表
人物笛卡尔认为，世界的本原有两个，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
神，二者互不影响，这种世界观最终会倒向唯心主义。

第二方面是认识论，即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即思维
能否反映存在、认识存在的问题。对此所作的不同回答，是划分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可知论坚持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认为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而没有根本不可认识的事物。
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属于可知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人不可能认识世界，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
不能彻底认识世界，即只能认识世界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世界的本
质。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多层面的，但上述两个方
·7·



面最重要，而且在这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更为基本。
( 三) 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
( 1) 它揭示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世

界上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体现着这一关系。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回避不了的。 ( 2 ) 它揭示了哲学
的根本路线和方向。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是研究和
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决定并制约着其他哲学问
题的解决，具有出发点和理论前提的意义。对其他一切哲学问题
回答，归根到底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回答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问题。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 ( 3)
它揭示了哲学斗争的焦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
哲学斗争的焦点，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惟一标准。只
有牢牢把握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斗
争中辨明哲学阵营，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 ( 4 ) 它揭示
了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意义，归根到
底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在一切工作中能够自觉地、正
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端正认识，做
好工作。

( 四) 哲学的党性
理解和掌握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正确坚持哲学的党性是密切相

关的。所谓哲学的党性也就是哲学的派别性，即承认哲学自古以
来就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任何哲学派别都
不可能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些所谓的二元论哲学，那些所谓
既非唯物也非唯心的第三派哲学，实质上不过是折衷主义哲学的
杂拌。

哲学的党性与哲学的阶级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哲学具有阶
级性，哲学理论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一般说来，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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