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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

哲学自身发展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存在各种问题与机遇，马克思主义哲

学话语体系必须在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话

语体系的特点，进而再探讨其出现的问题，积极探寻有效的构建路径，这是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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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min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not only a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socialist philosophic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the due mean-
ing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self.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will be various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The discourse sys-
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must realize the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on the basis of embod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Recogn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n discussing its problems, and actively exploring effective construction paths 
ar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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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 new stage of devel-
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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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地位相抗衡，

逐渐成为当今理论界的显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转

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面向，必须借助有效的中国话语体系，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特点。 

2.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哲学话语体系在每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

但其本质亘古不变。 

2.1. 体现合理性时代思考 

纵观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上的“问题式”表达，涉及许多现代的话语表

达，体现着合理性的时代思考，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之中，通过合

理性的语言指导人们进行合适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反思西方哲学史，不管是从柏

拉图强调的“理念世界”还是黑格尔的“概念王国”，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黑格尔的“思辨

逻辑”，在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传统哲学的话语内容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话语表达

方式始终将话语内容停留在观念世界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对黑格尔建构的思辨哲学话语体系进行了

强烈的批判，提出“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

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2]此时，哲学话语的特点更趋对现实社会的合理性思考。 

2.2. 内含本土性语言范式 

抛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不同解释与观点认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包含

三种现实的本土性话语新体系：政治生态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学术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伦

理性话语内容、以及一般的服务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政治生态领域的哲

学话语内容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逻辑为研究主线，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的各种学术观念，包括社会

主义理性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导；学术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性话语是多用

来强调社会主义伦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内涵丰富，大多内含本土性语言范式来发挥教化功能。 

2.3. 存在现实性语言批判 

所谓存在现实性的语言批判，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是从现实生活世界中提炼出来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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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是表现形式，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这是从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中提炼出的概念：与思辨哲学概念中强调的“自我规定性”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的话语概念通常是建立在大量现实社会事实的基础之上，源自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与阐释。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表达过程中，一些抽象性的概念可以被少数人掌握与应用，但却不能作为独立性的

概念存在，只有将这些话语表达符号从现实世界的实物中抽象出来，才具有独立意义。 

3.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 

世界上本就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表达方式，但现实却非如此，社会的发展衍生出不同的话

语表达形式。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呈现出体系冗杂、传播乱象、内容枯

燥的问题。 

3.1. 话语体系冗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理论表述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冗杂性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一

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具有高度的民族性。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本身来看，中国哲学文化自成

一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与自然或者人与社会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儒家、道家思想等哲学

流派在自成一体，各自宣扬代表本哲学派别的语言，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形成了庞大的哲学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讲求时代性，试图用

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教化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例，社会主义建设的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以增强语言范式的活性为根本目的，以大众所理解的方式实现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高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话语，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会使这一体系变得冗杂。 

3.2. 话语传播乱象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矛盾的新变化，无法积极适应时代哲学发展的新特点，一味的以传统刻

板的方式讲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就会造成哲学话语方式的错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

内容偏离正确的传播轨道。现代社会文化交流、交际方式多元化，文化内容也存在着多样性的新特点。

当前，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产生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高度互嵌的数字化新空间，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话语内容信息化发展的技术路径与未来图景。但是，对于包括网络文化、西方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一

些媒体技术无法合理的进行把握，吸收积极的文化内容，掌握语言表述的技巧性，很难实现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话语在内容上和传播途径上的大众化发展。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提供

新型传播路径的同时，会出现媒体平台过分重视“流量变现”，忽视传统哲学话语内容的良性传播与发

展。 

3.3. 话语内容枯燥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的产生源于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正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理论无非是

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4]哲学内容作用于人们

的日常生活，对大众思想发展的强大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

所表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转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

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话语的表述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只是将其视作哲学科学的一门必修课，将哲

学语言看作是晦涩难懂的高层词语言。显然，这一理解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没有显示出强大的

影响力，这种哲学话语内容不是生活中的哲学、更不是大众乐于追捧的哲学。晦涩难懂的哲学话语内容

会使学习者产生厌烦情绪，使大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是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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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 

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想重新探寻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需

要在理解其表达特点的基础之上，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 

4.1. 重温马恩经典著作，架构哲学语言体系 

提到马恩经典著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对有关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性分析，并提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斗争性

和革命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使“自

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以独具特色的话语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规律做出了清晰的阐述，“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

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5]对马恩经典著作中的话语进行全方位的解读，是符合中国人的阅

读方式与认知习惯的话语方式。从经典著作中哲学话语的语言特点上看，其中的蕴含的内容深奥且抽象，

对哲学话语的运用还局限于少数的领导阶级与学者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

国民由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实践方式不同，对哲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根据大众对哲学的不同理

解出发，将最科学的哲学话语内容具体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现实案例进行构造解释，让普通群众

也可以学习马恩经典著作，领会其中传达的重要思想要旨。 

4.2. 审视话语传播路径，深化哲学感召力 

重新审视话语体系的传播路径，是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新型传播技术尤

其是网络化传播，更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重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智媒时代，互联网领域

的不断拓展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平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必须主动适应

网络传播机制、接受机制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实现网络化传播，就必须形成相应的网络语言，

并不断接受和更新其网络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6]哲学话语内容体系庞大，要想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

地位，必须获得网络话语权，更好地适应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话语传播既定风格。在大数据

深入参与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今天，要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中出现

的传播乱象问题，充分吸收一切优质资源，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资源重构与创新，以更加新闻乐见

的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的发展。 

4.3. 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丰富哲学话语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要指导理论，借助语言、修辞等形式，构建

符合社会行为标准的话语表达方式，长此以往，形成独有的话语表达体系，并持续产生影响。这里的话

语体系表达形式可以是书面文字、也可以是口头的语言交流。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需要在满足人民

大众需求的基础之上，寻求合理的话语语境。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始终将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主要基调，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不同的时代话语发展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内容会使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传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丰富内涵，这些

符号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因此，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方式需要根据时代要求，

在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话语表达内容。 
总而言之，在算法、大数据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新时代，需要在认清话语本质的基础上，紧

紧围绕哲学发展的目标，认真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与教化性，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

时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媒介传播新形势。唯有如此，才能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好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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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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