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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新中国哲学的历程》主要内容包括：哲学为基本制度提供论证、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观念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提供理论依据、推动党的理论事业不断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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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哲学与国内政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当
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变迁是高度相关的。
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
性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论辩护，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始终联系在一起，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节 哲学为基本制度 提供论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不仅是新中国哲学
思想发展的学术史，而且是党对它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理论史，同时还是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史。
所以，探讨新中国的哲学事业，就不能回避哲学（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与政治（
主要表现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之间的历史和理论联系。
在新中国的政治和理论版图中，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及其相关理
论科学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作的观念辩护或理论证明。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体系化的观念形态，具有社会主义政治过程的体制基础，因为现实社
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符合历史和时代需要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作为
国家观念形态的思想基础和党的政治实践的思想指南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哲学思想史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大的时期，即从新中
国建立到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
 一、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观念基础 在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的
观念部分和思想组成，履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
的观念基础。
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贯彻与落实。
在新中国的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化的观念形态与体制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相关
联，在国家的知识门类和学科建制中居于奠基性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基
本思想和政治范式，以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要在改革开放前），理论研究和学术
探讨的主题、内容乃至表述形式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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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哲学的历程》由何锡蓉主编，在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简明而准确地描述当代中国
哲学的演变轨迹；在对各个节点和各个侧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涵义作客观分析和历史理解的基础上，
提出批判性的反思和建设性的建议，《新中国哲学的历程》主要内容包括：哲学为基本制度提供论证
、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观念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提供理论依据、推动党的理论事业不断创
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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