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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据与旨归 

冯周卓，罗波加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效不显著，主要问题在于“大众化”偏离了大众的实践，成了单一的意识 

形态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于对大众实践的反思，因而是面向实践的精神提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特质为它回过来指导大众实践提供了基础。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在于帮助大众 

澄清生活的意义，获得理性思维的能力，使大众认清自己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性与目的性，从而在社会活动中能 

正确认识社会现象，讲理性。同时，大众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因而决定了大众化的途径的多样性，这要求我们 

走出书斋，贴近人民生活，积极探索新的大众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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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组成部分，理所当 

然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社会治理中发挥指导作 

用，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要求。然 

而，这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显然 

说服力不够，因为它没有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 

众需求的关系。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的 

关系，才能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 

性，也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和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 

众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 

践本质出发，来论证面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 

化的根据与旨归，并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寻 

找新的途径和方法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对的是 

大众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是对哲学本体论的革命， 

主张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有意义。马克思说： “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1](56) 对此，我们应当 

这样理解：实践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社 

会生活的活动，或者说，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 

在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与社会现实的统一 

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 

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制作。理论只限于沉思的活 

动，制作是指依据外在的目的生产出产品，实践则是 

指追求善的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 

指包含伦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选择目的的运用的 

活动。 [2](20) 后一种解释将实践与制作区别开来，制作 

的对象是自然物， 是依据自然界的规律来生产出产品， 

从产品的制作本身来看无需涉及伦理，关于制作的研 

究后来形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则是人们处理相 

互之间关系的活动，追求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人在社会中活动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康德继承了亚 

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狭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们的 

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等。黑格尔提出了劳动的概念， 

实际上使得实践的概念扩展到人们改造自然对象的活 

动，同时他也指出： “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 

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 

动。 ” [3](56) 这说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重点仍然放在 

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对劳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是在工具和技 

术的意义上分析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展开分析，从 

工人劳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不平 

等，批判了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社会的不道德、退化和 

愚钝。

综合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 

和劳动的概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总 

体实践概念。活动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存在形式，但普 

通生物的活动是由自然关系所规定的，非目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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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具有意识和目的追求，因此所谓实践，就是人的 

在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实践的目的是由人 

的意志和意识所规定的， 是由内在发出而指向外部的。 

根据实践的对象不同，又可以将实践划分为两大类： 

改变自然的实践和改变社会的实践。改变自然的实践 

即是创制出产品的活动，改变社会的实践即是处理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显然，创制活动更多地是由自 

然规律所规定，但是由人类所发出的这种创制活动却 

是最终指向社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据此看来，马 

克思主义哲学是源自于对大众实践的反思，因而是面 

向实践的精神提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大众实践 

中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以指向大众实践为其 

理论归宿，因而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 

是一种实践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解释实践对 

象的部门科学，而是对实践本身进行反思所形成的理 

论。这种经由反思而得到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本质， 

人的生存目的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的理论。那么，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特质便为它的理论回过来指 

导大众的实践提供了基础。 

动物按照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方式生活，而人类作 

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 

在当代人的社会活动中，法律、道德、家庭、国家、 

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构成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主体。马 

克思指出，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 

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 它们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 

“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 

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 

来。 ” [4](110) 确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哲学思 

考导致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认识不清，引发进 

一步的错误行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 

上就是要将面向实践的哲学与大众切实的生活联系起 

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育上。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的使命在于澄清生活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实践主要不是改造自然对象的生产活 

动，即技术活动，而是受道德、平等、自由、正义和 

幸福观等价值观影响的社会活动。制作等实践活动的 

目的是获得有用的产品，制约这类实践目的的因素主 

要是外在的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处和政治参与的目的 

是指向人类自身的，为的是使人自己成为像马克思所 

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由于实践具有目的性，而 

目的是人作为意识主体所决定的，人们做出某项实践 

的决策，其目的又是由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看法，即价 

值观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使命就 

是帮助大众澄清生活的意义，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正 

确的价值观，能够明辨社会生活中的是非，增强幸福 

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 ” [1](57)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功能不仅如 

哲学家所研究的用来解释世界，而且更应该用哲学来 

指导人的实践，改造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仍成效不显著，是因为把 

哲学仅仅当作是解释客观世界的方式，当作所谓“科 

学的科学” 。 于是， 哲学被当作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因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它应用于人类 

社会活动的认识，则变成了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人们 

而言这些规律是外在的强制，而这并非人类社会生活 

的现实。如前所述，实践包含改变环境和改变人两个 

方面的内容，而通常所说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仅仅 

是指改变环境的一个方面，相对于人改变自身来说只 

是外在的，因而无法被人们接受用来改变自身。实际 

上，哲学研究的就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就是马 

克思所说的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从事 

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践， 

哲学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理论指导(说教)，而是对这些 

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澄清，以便获得清晰的、有意义的 

生活。哲学应当积极面对新时代生活中的新现象、新 

问题，做出澄清，帮助大众寻找积极的生活意义。 

我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经历了短缺经济的 

痛楚，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生产力， 

快速发展、快速致富使得数量型的概念占据了人们思 

考的中心。人们追求速度，追求效率，可是，速度快 

并不一定带来效率高，效率高并不一定带来效益好。 

而且，这几年来在我国，追求过快速度带来的是短命 

的住宅和桥梁，原本引以为荣的世界最快的高铁却因 

追尾的惨重事故而不得降速。信息产业几何式速度的 

发展， 使得虚拟世界很快成为许多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缺乏面对面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 

网络上的欺诈更是让人防不胜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 

众化就应当针对速度、效率与效益、虚拟与现实这些 

问题，给予大众分析的方法，帮助他们反思这些问题， 

重新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明确生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与 

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反映工人 

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外，它更要求以这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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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武装劳动群众，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 

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洪流中来。在工人阶级 

和劳动群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他们的主 

要任务便转为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上来，而且 

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反思 

分析法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新现象，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作仅仅是执行 

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应当转变把哲学当作唤醒工人 

大众阶级意识的工具的做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贴近 

大众的生活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关于自身生活意义的 

正确看法，这才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 

任务。 

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帮助 

大众获得实践反思能力 

人是自然人，同时又是社会人。前者表示人作为 

客体受自然律支配，后者表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即 

精神。精神能够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对象的本质的知 

识，在这里，精神对自己的本质，即能够思考的确证 

需要在其对象中显现出来。可是，思想毕竟不是现实， 

思想的内容要想外化为现实，只能经过实践。显然， 

实践是思想外化的活动，哲学作为思想的原则能够帮 

助大众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 

与动物都有感觉，感觉会引发机体的活动，但“感觉 

不引起实践” ，因为“选择是实践的起因” 。 [2](168) 在这 

里，实践的关键是选择，即做什么、为何做、如何做， 

可是人们依据什么来进行选择， 这又要进一步来分析。 

一般来说，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具有依赖感觉而行动 

的动物精神， 这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 

意指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支配，并不总是 

理性的。 [5](Ⅶ)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依理性的规则 

和目的来选择行动。本来依据动物精神是被动的，谈 

不上有选择，但在动物精神和理性之间则有了选择， 

古典经济学假设人在任何情况下的决策都是有理性 

的，否定人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结果是经济危机不 

断袭来。所谓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在决策时要警惕 

和控制自己的动物精神，尽量依照理性来做选择，而 

反思自己的动物精神和建立理性思维，非哲学不可。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被解释 

成方法论，甚至被当成能够指导一切的方法，这种将 

辩证法作为万能工具的做法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滥 

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基 

础上，将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 

尔的辩证法时指出： “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 

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就是说，纯思维的辩 

证法是结果。 ” [4](100−101)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黑格 

尔那里只是精神运动的抽象形式，是黑格尔思辨哲学 

的基础，而非方法。形式与方法不同，形式与内容是 

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由内容所规定，因而不能把某 

一类形式作为万能的公式方法去做任意的套用，这样 

的做法会产生荒谬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 

出：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 

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 

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 

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 

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 ” [6](24) 这表明，马克思改造后的辩证法是一种对世 

界的根本看法，是属于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 

哲学反思不同于方法论。尽管方法论要对具体方 

法所隐含的前提进行哲学分析，但它毕竟是分属于不 

同学科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和化学都有 

各自不同的方法论。而且，方法论起着选择方法的作 

用，因而与方法一样，都指向外在的目标，是为了达 

成目标所使用的工具。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 

反思则不同，它以实践者为主体，同时又以实践为对 

象，即实践者在反思中澄清自己的思维，并在实践与 

反思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使主体更具有理性。不 

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只是以过去的经验简单 

地予以应对，过后也不会进行反思，这样，他的理性 

思维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 

时，首先要判断情势，在自己的经验库里考察是否有 

相匹配的经验，同时对这些经验进行反思，考察其合 

理性，最后做出决断，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在 

实践中得到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基于急功近 

利的考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化，再由方法论 

进一步变为实用的方法， 最后再变为操作性的技术化。 

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也是脱离了马克思哲学之本义 

的，因为技术操作脱离了价值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 

巨大成功，工具论被人们从生产技术领域移植到社会 

领域，提出了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的概念，政府也常 

常把公共政策当作工具来使用，寻求以技术手段来治 

理社会。持工具论者忽视了工具(或技术)也是抽象的 

产物，某项工具的应用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而具 

体的社会问题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们企图一 

劳永逸地采用某种工具使问题得以解决，但事实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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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法或工具能适应所有的情况。而哲学能为人 

们应用方法和工具提供反思性原则。因而，马克思主 

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为大众实践提供反思性原则， 

以保证大众实践避免一味地走向工具论的道路，而是 

应该要让大众时刻地保持一种理性反思的意识，用一 

种开放全面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辩证法要求从 

全面性、过程性（历史性）、和普遍联系性来看待社会 

问题，依事件的发生过程来选择或开发合适的政策工 

具，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些在其他地方被证明是有用 

的政策工具。 

四、大众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哲学 

大众化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时代性 

就体现在它源自当代大众的实践，作为“精神的精华” 

它又必须而且能够指导大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大众化中，可是在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事业进展并不顺利，这里的主要 

症结在于推进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当作意识形态 

的教育，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临的受众的 

多样性。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大众化的关 

系就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基于实践的哲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 

化则是哲学分析和反思方法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然 

而，大众生活实践的形式与内容是多样的，这就需要 

一部分哲学工作者走出理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人 

们的生活，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通 

过宣传、讨论、对话、咨询等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精髓，提高大众的理性思维素养，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中的涉及工作决策、家庭生活、教育学习等方 

面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 

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 [1](9) 马克思在这里清楚 

地告诉我们，人是哲学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在于他的 

实践，实践的本意是人的追求善的社会活动。马克思 

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应当紧密结合人的社会活动，即 

面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工作和教育活动，提 

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范式，如制度范式和伦 

理范式，以及价值观分析，来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社 

会活动。例如，针对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较为严重， 

工作的责任感被轻视的情况，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实 

践哲学的责任论，将其纳入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工 

作培训中。责任不能陷于空谈，而应落实到个体，具 

体可以设计成以个体为本位的责任论：①责任蕴含结 

果的承担，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承担者，最终意味着不 

可再分而集体是可以再分为个体的；②责任需与相应 

的自主权结合，没有权力者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权力 

是由个体来行使的；③责任意蕴回应，回应者应当是 

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有权拍板者。这样的培训就 

是有针对性的，具操作性的，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责 

任感，减少决策的失误。 

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专业哲学正变 

得越来越技术化，局限于学术界的范围，使哲学丧失 

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哲学理论的实 

际应用，向普通民众普及哲学。 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 

哲学大众化在欧美许多国家被作为哲学实践而盛行， 

在美国出版了 《国际哲学实践杂志》， 在英国出版了 《实 

践哲学》杂志。实践哲学是指将哲学理论、技术和方 

法应用于众多的专业和工作领域中。美国有  Lipman 
教授的“儿童学哲学”项目，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城 

市设有哲学学校供人们研修。欧洲许多国家流行哲学 

咖啡吧，专业哲学工作者在那里主持哲学讨论会，开 

展哲学咨询活动。由于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哲学 

实践运动不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解 

决个体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许多从事实践哲学的工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哲学大众化的多种途径 

和具体方法。 

“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最广泛意义 

上的生活。 ” [7](79) 生活世界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领 

域。我们过去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活动时， 

往往将生活世界只看成是集体的实践，而忽视了个体 

的实践，导致许多人将哲学看成是极度抽象而与个体 

生活无关， 排斥生活需要哲学反思的理念。但事实上， 

无论个体是否有哲学的反思，他都必然会依据一些于 

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来行动，这就是非反思 

的自然思维。在自然思维指导下的个体往往忘了人的 

生活意义，使自己陷入外在事物的控制之中。有哲学 

反思精神的个体常常会问自己：我们理解了生活本身 

吗？生活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 

吗？我们知道自由选择是什么意义吗？我们与他人的 

关系应当怎样？等等。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哲学意义上 

的反思十分切近，只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要比日常生 

活反思要更加的彻底以及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 

质是实践哲学，它源于大众的实践，又可用于指导大 

众的实践。因此这样一种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适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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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需要，也能够为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 

指导，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也就有了它的正 

当的必要性。实践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性，当 

实践变化了，我们的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要随 

之变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主要使命进行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唤起大众的觉 

醒，这就要靠集体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和平时期，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使命就是创建和谐的社会，帮助 

大众认清生活的意义，这就要落实到个人。讲理性， 

不盲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基于这样的 

思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大众的社会实践，哲学 

大众化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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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the ground and the purpos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ENG Zhouzhuo, LUO Bo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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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not been obvious effect for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at the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which becomes a single ideological education deviates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public. Marxist 
philosophy is derived from the reflection to the public’s practice, so it is a sort of spirit refining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theory quality of Marxist philosoph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us to guide the public practice. And 
now,  the  goal  of Marxist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is  to  help  the  public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life,  get  r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make the public recognize themselves as the subjects and aims of social practice. Thus, the public 
can  get  correct  cognition  to  social  phenomena  and apply  it  to  practice rationally. Meanwhile,  the  form of  the public 
practice is of diversity which  leads to multiple ways of “popularization”.  It requires that  the  theorists go out of  Ivory 
tower,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s, and actively explore new roads to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philosophy populariz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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