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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孙伯鍨哲学探索为例，深入探索如何在新时代下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介

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孙伯鍨哲学探索的研究现状和意义。随后，分析

了孙伯鍨哲学探索的创新阐释在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发掘民族哲学的独特价值和建构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方面的贡献。最后，提出了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建议，包括加

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建设等。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

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推进哲学研究的创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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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Mr. Sun Bo-kui’s philosoph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a high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3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32
https://www.hanspub.org/


章童 
 

 

DOI: 10.12677/acpp.2023.127232 1376 哲学进展 
 

level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Mr. Sun Bo-kui’s philosophy. Then, it analyzes Mr. Sun Bo-kui’s philosophy’s con-
tribution to explore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catego-
ry system, discover the philosophy’s unique value and construct a new chapter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t a higher level,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
ph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mes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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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然而，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一些学

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僵化性，缺乏对于当前社会现实和历史趋势的深入理

解和应用[1]。因此，急需通过深入研究和创新阐释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提高哲学研究

的学术质量和水平。 
(二)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究孙伯鍨哲学思想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孙伯鍨提出的关于历史、价值、自由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对于推动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2]。其次，研究孙伯鍨哲学思想还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以及其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

孙伯鍨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解析，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意义，进

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3]。 

2. 文献综述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混乱不安，

这种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4]。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学术

界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研究，同时开始探索中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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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方向。7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了对国外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同时

也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创新和发展。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哲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来，随着中

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成为引领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6]。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新时代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一个

历史性的时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流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国内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7]。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元化、交叉学科化、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近年来

涌现出了一批以习近平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成果，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

持。此外，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现代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积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交流和国际

影响方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8]。中国哲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机构多次承办国际哲学大

会，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研

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学术机构，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呈现出多元化、交叉学科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为我国哲学事业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二) 孙伯鍨哲学探索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孙伯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和贡献备受关注。目前，对于孙伯鍨哲学

探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研究人员对于孙伯鍨哲学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

哲学思想是在对当时国内外哲学思潮的吸收和批判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创新地运用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次，研究人员还对于孙伯鍨哲学探索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孙伯鍨强调

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并将辩证唯物主的基本原理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中。他所倡导的哲学研究方法

和思想理念，对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还深入挖掘孙伯

鍨哲学探索的深层次内涵和思想渊源。例如，有研究人员指出，孙伯鍨哲学探索的核心在于建立起了一

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他对于人的本质、世界观、价值观等问题进

行了深刻思考和阐述。而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之道”和

“天人合一”的思想[9]。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孙伯鍨哲学探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其哲

学思想的特点、内涵和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和推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孙伯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哲学探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孙

伯鍨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其思想对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次，孙伯鍨的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

其所提出的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再次，孙伯鍨的哲学探索具有开拓性和创新

性，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孙伯鍨的哲学思

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交流和对比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研究的多元性和国际化程

度。因此，研究孙伯鍨哲学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32


章童 
 

 

DOI: 10.12677/acpp.2023.127232 1378 哲学进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孙伯鍨哲学探索的创新阐释 

(一) 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 
孙伯鍨哲学探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孙伯鍨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他不

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新性的解释和阐释，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进行了重构。

他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新的发展，需要在重建范畴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孙

伯鍨提出了多个具有创新性的哲学范畴，例如“物质的多重性”，“多重决定性”，“多元共生”等，

这些范畴充分考虑到了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实践问题，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得到

了重要推动。在孙伯鍨的哲学思想中，他认为哲学需要回归到人的实践之中，深化对实践的思考和探索，

这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不同。他强调了主体性和历史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性，提出了

“思维者和实践者”的概念，以此来解决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0]。他的思想对于当代

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和人们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孙伯鍨的哲学探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的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的思想具

有很大的创新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

展和创新。 
(二) 发掘民族哲学的独特价值 
孙伯鍨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下，通过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挖掘出其独特的哲学价值。他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

这些思想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独特的贡献。例如，在孙伯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性”、“主体性”、“实践性”等范畴提供有益启

示，从而有助于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孙伯鍨在发掘民族哲学的独特价值方面，也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他强调，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把其

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提炼和概括，使其成为现代化的哲学理论，以便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他

还主张，要秉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将发掘出的民族哲学思想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 
孙伯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创新阐释，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上进行了重构，同

时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方面作出了探索和贡献。孙伯鍨强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中需

要发扬创新精神，认为传统中国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他提出

要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理”、“气”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以丰富和完善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孙伯鍨也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

历史背景的变化，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从时代特征出发，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社会

问题和现实需求，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提出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

在哲学研究中更加注重实践和现实，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建构和探索。在这些方

面，孙伯鍨的哲学探索具有创新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4. 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一) 创新阐释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创新阐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从理论角度而言，创新阐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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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和再理解，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重构和发展，

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从实践角度而言，创新阐释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在推进

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创新阐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体而言，

一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创新阐释的内涵和方法论，特别是在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的情境下，如何进行

有效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社会实践，

开展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哲学研究。此外，还需要加强对青年哲学人才的培养，鼓励他们在创新阐释

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

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了解和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不断推进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二) 加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国际交流 
在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髓，从而更

好地挖掘和继承中华文明的哲学智慧。其次，国际交流可以拓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与世

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外部研究成果，提高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为此，建议加强中国哲学史教育和研究，重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挖掘和整理，并推动其与现代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融合和发展。同时，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建立

和加强与海外哲学界的联系和合作。另外，可以通过开展国际性哲学期刊、举办国际性学术论坛等方式，

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学术质量。同时，还可以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加强学术力量的建设和储备，进一步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和水平。 
(三)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建设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建设是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保障。首先，

要充分认识时代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把握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为

哲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动力。其次，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时代的新特点，发挥哲学的理论力量，促进中国特

色哲学的繁荣发展。最后，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合，

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贴近人民群众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需求，为推进中国特色哲学发展提供思想

支持和理论指导。通过以上的建议，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建设，为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更加稳健和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5. 总结 

本文以孙伯鍨哲学探索为例，探讨如何在创新阐释中推进更高水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

先，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其次，分

析了孙伯鍨哲学探索的研究意义和创新阐释的重要性，包括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发掘民族哲

学的独特价值、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等。最后，提出了推进更高水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建议和启示，包括加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国际交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建设等方

面。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以孙伯鍨哲学探索为例，探讨如何在创新阐释中推进更高水平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过对孙伯鍨哲学探索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这对

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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