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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以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您一直关注发展理论的研究，而您的研究有一个比
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研究一般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更为注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请您谈谈选择这种学术取向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丰子义（以下简称丰）：这要从我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认识变化谈起。
我最初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哲学基础理论，后来改革发展的大潮使我对发展问题产
生了较大的兴趣，因而逐渐涉足了发展理论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和我的同事先后翻译了《新发展观》、《文明与社会理论》等著作，并收集
、整理了一些相关的材料，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是研究、探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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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即本质的维度和运行的维度。
本质维度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明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
规律，像唯物史观通常讲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如此。
运行维度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的分析人手，具体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前提、条
件、方法、途径、动力、机制等问题，为加速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说明，如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
理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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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子义，1955年2月生，山西应县人。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世界
历史理论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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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近年来，哲学界经常谈论主体意识，而文化建设同样有一个主体意识问题
。
因为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没有文化的主体意识，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文化特色，使文化健康发
展的重要一环。
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确立文化建构上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
利的就继承，有害的就拒斥。
当然，强调文化主体意识，并不是主张文化本位主义，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自主开放的，后者
是狭隘封闭的；前者是开拓创新的，后者是复古守旧的。
强调文化主体意识，事实上也就是用中国哲学史上“和而不同”的观点来建构中国的未来文化。
“和”表示的是综合会通，“同”则表示的是简单等同。
“和而不同”就是在承认差异、保持自主基础上提倡文化间的融会贯通，而不是主张简单的文化照搬
、雷同。
可以说，“综合创新”就是“和而不同”的具体体现，它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
因为综合创新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
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
这种文化主张显然超越了那些国粹派和西化派的狭隘之见，表现出一种既有自主意识、又有开阔胸襟
的健全文化心态。
那种“中西之分”即“古今之异”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它混淆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
性，把西方的模式看作是中国发展的楷模与方向。
因此，失去了主体意识，在文化上就只能是盲目的接收、模仿；而这样的接收、模仿，又必然导致文
化的跛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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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也许是从小在农村生活和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哲学教学、研究工作中，一直对社会生活
现实比较感兴趣。
因此，多年来，除了作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之外，总是想对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言说点什么
，于是断断续续形成了一篇篇文字。
本书就是有关发展问题的文集，它记录了我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尽管这些思考和探索是粗浅的，但它还是能表达我的哲学心得。
关于发展研究，目前已成为学界的一大显学。
各门学科都在关注发展，而哲学究竟如何研究发展？
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本文集所收的论文，主要是从哲学的视角对社会发展作了一些基础性的观照，而对现实发展问题较少
作具体的分析和回答，因而对发展问题的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如果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能够引起读者的沉思和关注，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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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丰小义卷)》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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