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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出场学的研究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逻辑是对其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

出场形态的差异辩证揭示。第一，出场语境表现为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双向需要，前者

为后者的出场提供理论与现实的经验，后者为前者实现自身的哲学表达。第二，出场路径是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方法论的贯彻，其根本的方式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的辩证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在发展

哲学中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直接体现。第三，出场形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

发展哲学的双向契合，这是一个基于对新时代的现实把握与事业导向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的出场形态，最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

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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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ppearance-logy, the appearance logic of Marxis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a dialectical revel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its ap-
pearance context, contemporary approach and configuration. Firstly, the appearance context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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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way need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Marxis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 
former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e latter, and the lat-
ter realizes its own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for the former. Secondly, the contemporary approach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fundamental way of which is 
the diale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al logic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Marxis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irdly, the configuration is a two-way fit between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t is the configura-
tion that consciously applies Marxist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grasp of the reality 
and development guidance of the new era, and finally refl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xist de-
velopment philosophy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appearance context, contempo-
rary approach and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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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哲学不仅是关于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哲学自身的发展。前一种表述被发展哲学自身所属的哲学

本性所决定，其任务正是要对一般而言的发展实践活动进行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而后一种表述在于揭示

发展实践活动作为发展哲学的研究主题必然带有现实的基础，因而发展哲学必然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不断

发展其自身。这种两面一体的结构在发展哲学的研究中缺一不可，发展哲学既不是“发展学”，也不是

仅仅是对“发展学”进行简单反思的学问。毋宁说，发展哲学需要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其实现的方

式是通过发展哲学之外与之内的双重批判来厘定发展哲学自身的边界。因此，发展哲学并非形而上学式

的永恒在场，而是在不断地选择和创造其出场，但出场虽然“不等于在场”，却也是“为了在场” [1] (P1)。
在此意义上，发展哲学因其自身的双重特性赢获了出场学的叙事。中国的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

学，出场学的当代使命又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出场原因和根据”与“阐释中国道路的在场

逻辑”，[2] (P47)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正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阈”的直接体现，

它必然参与“构建 21 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任务[3] (P16)。 
这一进程出场的特定时空语境便是新的历史方位。近年来，中国道路实践的巨大成就已经显示出新

历史方位中新时代发展观的巨大现实推动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一种“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4] (P20)的哲学出现。由此，新时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便应运而生，它的出场原因在于发展哲学的两面性完美契合了新时代发展对现实与哲

学的双重要求。那么，关于新时代发展观与发展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便是对发展哲学的“出场逻辑”阐

明，它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如何在新发展理念中出场，以及如此出场的发展哲学又是什么的马克

思主义出场学问题。与此相关，本文将探讨以下三个主要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

念中的出场何以可能及其根基；第二，揭示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的具体方式与方法；第三，阐

明在新发展理念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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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语境 

如果我们先看向发展哲学的哲学本性方面，黑格尔已经提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5] (P12)的著名断言。这一经典的哲学表述告诉我们哲学总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马克思

则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更为凝练地总结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6] (P220)。这句

名言所指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在于，哲学的产生是将时代的现实内化为其思想本质，但真正的哲学还需

要对此思想再进行反思与提炼。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总是来源于现实，并且也把其自身当作现实，从

而不断反思其自身。因而，哲学也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虽然现实的事物需要通过现实的事

物来互相发生作用，“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 (P9)进而这种由理论转换而来

的物质力量便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的发展。 
发展哲学的特殊之处便是在于它代表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本性。发展哲学自身的两面性一

方面保持着对现实基础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则倒逼着哲学自身的发展。简言之，在出场学视域下，发展

哲学是哲学自身的出场与在场的临界点。根据这一特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哲学本性确保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自身的出场与在场的循环。而要非教条式地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差异发展着的”

[2] (P48)特征一定需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自身的出场。因而，我们可以总结道，对于哲学的时代性的准

确把握可以引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理论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出场。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坐标就是在新历史方位的新时代，因而它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哲学表达”，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8] (P5)而新时代关于发展的最高精神即

是新发展理念，真正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势必需要成为新发展理念的“精华”。由此，马克思主义发展

哲学出场逻辑的第一层要求就是要对新发展理念所在的新时代出场语境进行正确的把握。 
首先，所谓的新发展理念是指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它所依据的现实是，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9] (P21)。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更好

地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指导性的发展理念来统领全局。并且此处的发展理念并非发展观念，理念是基于

理性的科学性综合，因而发展理念同样也是科学发展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要“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而来实现“坚决端正发展观念”的要求[10] (P19)。另一方面，这一科学发展

正如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各项要素所标明的那样，它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的发展中，而是契合于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发展都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

新发展理念就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道路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

及“如何发展”进行回答[11] (P7)。 
其次，新发展理念这种对现实发展进行反思的特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经验依据。马克思认

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 (P11)从根本上

讲，在前文中被基本把握的新发展理念所关涉的发展问题是来源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新发展理念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哲学实现程度所依据的时代发展需要。第一，新发展理念依据的根本现实需求关联着许多重大的时代

目标与任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等重大国家事业都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经验依据。第二，新发展理念

对现实问题的凝练是对新时代基本问题的表达。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

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 (P289)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直面的就是问题，“只要把握住问题，

也就把握住了时代。”[13] (P7)因而，新发展理念所完成的时代精神就是将现实转化为问题从而进入理论

的视野，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哲学就是要对这些被凝练出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

从而真正地将现实内化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将新时代的理论与现实联结起来。总之，新发展理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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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问题的高度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最后，新发展理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中表达出其自身的哲学范式。发展哲学不仅是关于发

展的哲学，同时也是去发展哲学本身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与在场转化的逻辑表达。新发

展理念本身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时代使命的最新

发展哲学表达”[11] (P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是新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催生着新发

展理念出场语境中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本身就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一个环节，新发展理念作为对新时代现实问题的时代精神化，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并有待马克思主

义发展哲学去研究的哲学范式。 
因此，新发展理念并不仅仅局限于给发展哲学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出场根据，它自身同样也需要

发展哲学的这种依据经验又超越经验的特质来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这便是马克思

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根本出场语境，它以两者彼此需要并相互完成自身的辩证形式不断地进

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与在场的循环临界点中，这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

出场逻辑的第一层表达。 

3.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发展哲学的核心出场路径 

出场学的研究共识业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就是其出场的方式或方法[14] (P32)。根据

第一小节的论述，在出场语境中被准备把握的新时代的新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

中出场的可能性根据。因而，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便是这一可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出场学的语境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路径进行阐释。 
从根上讲，对新时代出场语境的准确把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自觉应用，中国发展哲学

在新时代的出场方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坚持和贯彻。中国的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

学，它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语境一方面要求基于中国道路的现实经验，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道路发展

的哲学表达。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语境要求勾连起新时代中国道路发

展的现实与理念两端。那么对于这一理论出场可能性的现实化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为根

本的研究范式，新时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因而也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一样，都是由社会实践

决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发展实践，现实中的问题才可以被反思，再进一步被凝练为哲学表达从而反过

来作用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构成一个永恒发展的循环。新发展理念正是在洞悉到唯有发展才是永

恒不变的基础上才实践性地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发展，解决所有问题的最终依靠也是发

展。中国发展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的最高体现方式。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

学就是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核心出场路径，其根本的方式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出场路径的体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创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逻辑的直接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发展理念

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进一步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以及“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理念的这种表述有其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础，习近平提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认识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

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15]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有着对创新的必然要求，

这是被唯物史观的实践观所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

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 (P172)。唯物史观构建的基本原理正式唯物

主义的实践观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16] (P10)。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样，正是依据这种实

践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自我的更新，不断地进行出场与在场的差异循环，这正是创新的逻辑本

质[2] (P49)。因此，创新发展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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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协调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涵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调发展理念即

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标。协调发展理念之所以是新时代发展的目标是在于当前我国发展的困难

和挑战是当前的发展还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因而需要协调发展理念去协调这些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

环节与领域。而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手段的时候，“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

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

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17]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求发展的各方面达到协调的水平，另一方

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的各方面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须尊重这一客观的现实条件。协调发展理念

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是普遍性与特殊

性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这种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18] (P23)。
并且，这一被辩证法把握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在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协调发展理念的目标提出正是得益于

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分析，而协调发展理念的手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性的运用。 
其三，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主义自然观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有

着两个基本设定。第一，不管是生产还是人自身的发展都是需要与自然界的物质进行交换，[19] (P56)“物

质变换”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关系，这是人与自然都具备的物属性所必然决定的。另一方面，马克

思还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0] (P486)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的要义在于，

人与自然的联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辩证存在的。换句话说，人要与自然发生联系，就必定要进行一

定的生产。一旦进入生产，就一定会形成生产关系，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而一旦人与人的关系

形成，在后续的生产中将更为先进地交换自然界的物质，从而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生产力

的发展由此获得了自然生态的视域。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应用。习近平指出，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1]习近平还强调，“必须加快推动

生产方式绿色化”以及“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22]。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已经表明，如果要

获得更好的生产力发展，必然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与发展。而绿色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即应

该将绿色的生态文明要求应用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23] (P15)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

观在新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化建构。 
其四，开放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方法论应用。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

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4] (P742~743)马克思世界观的主要理论形式便是世界交往理论。这一理

论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中人与人的交往理论必然要扩散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问题，因为其他的民族与国家同样有着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世

界市场随之产生，“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

各方面的相互依赖”[7] (P276)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世界性的发展交往使得一些落后的地区

的旧的生产方式会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并且这些地区自身成为各地区交往合作发展的分工环节，因而

一些自给自足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被消灭掉，“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 (P88)。当今全球化发展

大行其道的现实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并且，在具体的世界交往实践中，“各

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反过来说，这个民族

内部的结构同样被“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 (P68)决定。也就是说，世界

交往的重要依托还是现实的发展问题，世界历史中的普遍联系仍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但同时，我

们也不能忽视这一普遍联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要解决我国发展的内外联动问

题，一方面是国内与国外的联动发展，另一方面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联动发展。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后者自身内部的发展结构，而后者的自身结构也同样确保我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相互联系与位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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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发展理念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辩证法内核，并将其以方法论的形式应用于新时代

的发展之中。 
其五，共享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新时代发展中的当代诠释。习近平指出，“共

享发展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25] (P25)而
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明确要求发展成果必须有全体劳动人员共享，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哲学[26] (P37)。
马克思曾说道，“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27] (P787)。这一表述充分第显示了马克思发展观中的人

民主体思想，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是根本，另一方面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奴役人，所有的生产最终都是为

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贯穿在“十四五”规划中，要“始

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8] (P7)。 

4.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展哲学的当代出场形态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采用是中国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

出场路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以这种方式出场的发展哲学的形态究竟是如何的呢？一个哲学的出

场形态就是表明该哲学“是什么”以及它是以何种形态呈现出其理论内容和现实旨归。马克思主义出场

学认为出场形态必然被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所共同决定[29] (P30)。任何哲学的形态都只是一种出场形态，

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和研究路径下形成的，因而这种形态也必须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所谓的出场逻

辑正是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最后对中国发展哲学的出

场形态进行说明。 
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的研究共识是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文

本语境，这一出场形态主要破除的是苏联教科书体系[29] (P31)。这种研究的倾向同样也出现在发展哲学

之中。对于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研究而言，一种研究朝向就是想要返回到发展哲学最初的文本形态

中，甚至要追求一种对“发展”概念本身的文本探究。这种研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其背后的逻辑是一

种对经典的权威建立。诚然，发展哲学的最初探讨是在西方，并且最早的出场形态是以发展理论或“西

方新发展观”为主的，但出场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出场形态都受到出场语境和出场

路径的限制。也就是说，经典原初的发展哲学文本当然有着它最初的理论根基源泉，可以奠定一个理论

未来的研究走向。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到，发展哲学自身的出场形态中有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因素在

发生着作用。如果忽视这些特殊性而一味地强求某种文本形态的普遍性，就是对发展哲学自身的双重特

性的违背。 
由此，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是保罗·谢佛基于“文化本位”所形成的人道主义新发展观，

[30] (P9)还是阿马蒂亚·森从自由概念的视角所阐发的自由主义发展观，[31] (P2)以及弗朗索瓦·佩鲁的

还算是注重事物的客观性以及联系的普遍性的综合性发展观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出场形态。尤其

是佩鲁，他还曾更为激烈地说道，“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削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

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贡献”[32] (P79)。而之后中国发展哲

学的空前发展无疑使得佩鲁的断言成为一场闹剧。这正是因为佩鲁这样典型的西方发展理论家都不曾获

得过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视域，他不懂得他自己的发展观的理论出场形态有着他所处时代的特殊出场语

境和出场路径，因而他的发展观也是局限的。佩鲁同样也不懂得变化的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同样会造就

新的出场形态，因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哲学作用时候的佩鲁是看不到发展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出

场形态变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形态一定是被其出场语境和出场形态所决定的。

并且，这三者之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都在动态发展，以此激荡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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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场循环。根据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形态

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基于新时代的现实把握与事业导向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法论的出场形态。因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同时也具有中国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正

是基于这种双向的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发展理念中的出场一方面可以不断根据新时代的

现实事业来不断改变自身的出场形态，因而它不断地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可以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由此能够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前者勾连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

在新时代的出场语境，而后者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新时代的出场路径，两者共同影响着马克思

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场形态，这便是其出场逻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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