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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实现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
思主义的学问，由于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西方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等众多的哲学流派，由
于关涉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解问题，研究起来还是有着很大的难度，是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mdash;&mdash;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视
野》一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经过近三年时间的写作，尽管洋洋洒洒23万余言现已成文，但其中所
探讨问题的深度、广度，我个人认为还远远不够，将之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还有许多该研究但目前
尚未研究的领域，像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政治生态领域、修辞学领域、生态美学领域等等，故而
本书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只是建设性的探讨，只是走马观花，只是不成器的看法。
　　如果说这些不成器的看法也算是一种理论上的贡献和学术上的成就，那我得将这种贡献和成就首
先归功于恩师王继教授。
从论文的选题、立意、初稿到付梓，王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导师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
度、敏捷而清晰的思路&hellip;&hellip;无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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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研究》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视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及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解与解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阐释，试图用解释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特征、研
究领域、判定标准及其未来走势等等，以形成一门专门研究在中国如何实现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与学问&mdash;&mdash;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学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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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斌，（1976.8），男，汉族，法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在《社会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疆社会科学》等国家级、省级
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邓小平理论、&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研究》等
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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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理论成就一、形成的历史条件（一）理论条
件（二）时代条件（三）社会条件二、主要理论贡献（一）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观（二）形
成了科学的革命型解释范式（三）实现了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超越三、总体评价（一）取得
了巨大的理论成就（二）不足之处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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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理论成就第九章 中国马克思
主义解释学的理论原则及其理论特色第十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历史地位及其未来走势结论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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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哲学解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学问，是对&ldquo;理解的理解&rdquo;。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在中国实现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学说，实质
上就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
的历史过程中，所作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解以及对这一理解所作的理论总结与实践经验
反思，从事实判断来分析，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无疑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
主要研究对象。
将&ldquo;探寻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rdquo;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似乎是一个最清楚、最令人明白、毫无疑义的一个问题，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这一命题至
少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重要的、而且目前在学术界是最模棱两可的分命题。
　　（一）&ldquo;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
&rdquo;　　理解是哲学解释学的中心问题，德国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指出，&ldquo;理解的真正问题
以及那种巧妙地控制理解的尝试&mdash;&mdash;这正是诠释学的主题&mdash;&mdash;在传统上都归属
于语法和修辞学领域，这一点绝不是没有理由的。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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