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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历史主动精神。

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人口规模巨大、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守正创新中造就了一个新的

文化生命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知识界呈现了一种新世界观，提供了科学理性思维

和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在逐渐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秉持文化主体性，经过与西方文化比较、论争、反思与会通，实现了哲学观念重塑

与哲学学科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自我，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

识体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体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

现代哲学知识体系发展的新路向
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和文明史发展的重

要阶段，几乎都离不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为
思想、观念和意识的产物，知识体系由人们的生产
活动、物质交往和语言表达交织而成，体现其产生
的时代的需要。

启蒙的时代开启了欧洲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
强调具体科学知识基于形而上学且逐渐从形而上
学中分化出来，认为知识生产的最大意义在于在人
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并对作为知识
生产的主体和目的的人进行深入研究，阐明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理性是知识生产
的动因，在被用以审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
过程中形成了百科全书派的知识结构，形成了包罗
万象的德国古典哲学观念体系。与美国的共和政
治和自由市场主张相契合，将经验主义前提、实证
主义方法、技术主义思路和现实主义效用融为一
体，一种科学主义知识体系在美国确立。这种知识
观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加以改造，开始实现实证化、
技术化和工具化的知识转向。

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和演进的上述两种路径反
映了人们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明确了理性在知
识生产中的关键作用。但这种知识体系的核心在
于“解释世界”，在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凸显了技术
化和工具化理路，停留于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化解
释，体现了知识生产的碎片化特征，在抽象思辨中
抑制了知识的生命力。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对理性
和现代性的质疑而试图取消知识的确定性，折射
出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现代知识
的碎片化。

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为现代哲学
知识体系的发展确立了新路向，以问题为导向，在
推进人类解放过程中归纳出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
趋势的规律性认识。由以发展的现代哲学知识体
系遵循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
律，以新的逻辑起点把握现代社会的历史总体与人
类共同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这一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着力于阐明
时代问题，深入分析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实

践，马克思为建构现代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逻
辑起点。从实际出发，阐述在现实的活动中创造的
社会总体，理解现实的个人的实践创造，引导实现
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对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践中实现人的解放和全
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现
代哲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价
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
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建构中
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既要创造符合时代精神
的学术话语，又要重释在中国哲学典籍中流传千
载的历史话语。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
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实现
中国哲学“术语的革命”，要扎根中国大地，深刻总
结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的经验

与规律，深入探究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的深刻学理内涵，摆脱世界文明史书写的西方中
心主义倾向，以自主性探索实现中国哲学知识体
系的现代重构。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积淀了丰富的哲
学思想观念和知识传统，涵括丰富的哲学典籍和治
国理政智慧，在中西哲学思想交融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进一步实现中国哲学综合创新与繁荣发
展，要赓续中华文脉，读懂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
历史记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中华民族文
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
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
求，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运用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与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创意理念，焕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典籍的时代活力，让“冷门绝学”代有传
承。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薪火相传，让历史文化
遗产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不断丰富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实体性
内容。

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
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我们回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建构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构中国自主
的哲学知识体系，要厚植学术根基，发展体现中华
民族的文明内核的知识总体。学界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实践的经验与规律进行提炼、抽象、反思、

证成、比较与升华，生成了一系列体现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现代与传统相贯通的高质量哲学研究成
果，在回应时代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
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
体系，要明晰其概念结构、核心议题、内涵外延和
发展规律，反映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
的普遍共识。以之“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道
理”，深刻阐释“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

时代之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体现了百余年

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当代中
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新
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根本遵循，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深入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深入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内涵，加
强体现“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深入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学术前
沿问题的过程中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
理念、新办法，深刻理解和运用“两个结合”的科
学方法，激活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内
生动力。

实现中国哲学研究的古今相通
作为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式现
代化赋予历史主动精神。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守正创新中造
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中国问题
和时代问题为观照，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历史
印记和分类标准，逐渐走出了以西方哲学的知识框
架反观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印记，向世界展现中华

民族的哲学自我，形成了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
逻辑学、美学、政治哲学的学科体系。坚持问题导
向，促进以“哲学+”为特征的跨学科研究，并逐渐
形成比较哲学、管理哲学、文明学等新兴学科和交
叉学科，加强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建设，由此形
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哲学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中国哲学创新提
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导向。坚守马克思主
义“魂脉”，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中国哲
学发展过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界将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阐明其中蕴含的世界观、
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强调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界重新开显知识演进
的逻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理论优势、
制度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中国哲学的学科优势、
学术优势、话语优势，在概括实践发展规律的过程
中提出富有学理深度的创新理论与阐释机制，呈现
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特色和优势。

当代中国哲学植根于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

明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质和独特的价
值体系，中华文明以一体之心衡量万物之别，呈现
了广土众民凝聚不散的多元一体格局，彰显了道通
于一、民胞物与、一体和同的境界，以生生不息的文
化纽带牢固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使人们在
家国天下之中安顿自身。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脉”，当代中国哲学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
统和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实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
古今相通，使博物馆里的文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古籍里的文字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都活起来，彰显了
中华文明的时代风采。

呈现新时代观、新文明观、新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实践场

域，回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把握时代
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时代，融汇古今中外哲学而实
现综合创新，学界提出哲学研究的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在深化知识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和
方法创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使
体现原创性和生命力的当代中国哲学为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贡献思想资源。在此过程中也促进了
哲学教材体系建设，以课堂教学的思想要点呈现中
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互构机制。

注重借鉴国外哲学前沿研究的有益成果，学
界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不仅聚焦国际社会共
同关注的问题，而且引导国际哲学界研究中国问

题，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了解其他文明的学术优
长。汲取“人类知识的总和”中的思想精华，打造
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现代哲学知识生产格局，加
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哲学思想国际传播，彰
显中华民族在创造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哲学思想活
力。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创造，走出

“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观念误区，弘扬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秉持马克思主义文
明观的思想方法，深入探究文明史、文明论、中华
文明和比较文明研究领域的哲学问题，夯实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基础，由此形成的文明学
研究成为体现知识交融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呈现
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时代
观、新文明观和新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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