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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

—— 构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韩 庆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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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是“发展”着的一门学问，

它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迁，人类文明每一

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变革和思想先导。当代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由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

从当今世界发展新实践中挖掘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

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担当起重大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反

映当今世界、时代、实践发展总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发展，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

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进而真正发挥其引领新时代的作用。这样的哲学，可称

其为“普惠哲学”。“普惠哲学”是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发

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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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北京 100091）。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是“发展”着的一门学问，它总是随着

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迁，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

不开哲学变革和思想先导。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

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a 哲学工作者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

先声，从当今世界发展新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

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当今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正由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担当起重大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新时代、实

践的关系，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真正发挥其引领新时代的作用。

a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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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映当今世界和新时代实践发展总趋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前提

要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要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世

界格局作出总体的科学判断。

（一）当今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曾经提出一个经典的判断 : 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a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

分“欠发展”和“发展起来”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我国总体上处于“欠发展”的阶段。但是，

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总体上

步入了“发展起来”的阶段。“发展起来”阶段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相对“欠发展”阶段而言的一个特

定阶段，这是发展起来了，要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还不够发达、不够强大的阶段。美籍

华裔学者熊玠指出：“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邓公之问’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习近

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b

历史方位不一样，提出的历史任务往往不一样。马克思说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

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产生。”c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由大

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近代

中国任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同志所承载的时代使命是力求使中国由穷国成为大国，使中国人民“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同志所肩负的历史（时代）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强大起来”。作为时代精神精

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回应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推进自身的理论创新。

（二）当今主导世界的权力正逐渐向中国转移且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当今世界格局是西方出现某些困局而中国正在逐步崛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

了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危机、民主乱象等。以资本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是导致西方困境的总根源。“自资本

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d从历史尺

度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矛盾向

外转移，利益流向自身）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

在哪里。”e 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资本主导的逻辑在

哲学上体现为资本占有劳动、“主体”统治“客体”，在经济上体现为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并发展到世

界范围。当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求严重不足时，

资本主义必然出现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

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普世价值虚伪性暴露。”f 1978 年，以十一届三中全

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经济中来，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利用资本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运用资本同时也

限制了资本的消极影响，引导资本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重加快发展而又保持自身独立；中国

主张能体现世界文明平等理念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共享普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迄

a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b		熊玠：《习近平时代》，《学习时报》2016 年 4 月 25 日。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 页。

def		韩庆祥、黄相怀：《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求是》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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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止最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也使得中国有条件、有信心为人类发展、人类文明的探索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a。西方世界陷入某些困局，实质上意味着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资本主导论的

破产，同时呼唤新的世界性理论的出场。

影响世界的权力正在发生转移。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权力转移”已成为人们

把握 21 世纪世界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参考和借鉴托夫勒的权力转移理论，整个世界权力转移的总趋向是

由暴力主导到资本主导再到创新能力主导。这种转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哲学角度看“权力转

移”，有一条基本规律：历史越往以前追溯，人以外的物质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大；历史从后

往前来看，人的创新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趋突出。从世界历史看权力转移趋向，主导世界的权

力正逐渐向东方转移。把握权力转移趋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潜能，

提出能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理论，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性问题。

当今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导致了国家之间进行激烈博弈，导致挑战频发，这是权力转移的直接结果。世

界格局调整的核心，是争夺引领世界发展的权力和话语权，这必然引起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博弈。从

当前中美、美俄、中日以及欧俄、欧美、欧盟之间的博弈就可见一斑。在博弈中，为掌握引领世界的话语

权，其中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起能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总之，这是

一个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也能够产生哲学理论的新时代。

二、学者的使命是构建体现时代发展水平的原创性标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人们只能在其所

处的时代创造自己的物质成果和思想成果。b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不同时代、不

同历史发展阶段都会产生自己所需要的哲学。当今学者应以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从我国所处的历史

方位和世界格局及其新要求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构建能引领世界、新时代、实践

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担当起引领世

界、新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历史使命。

在充分肯定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还未真正达到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总的来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向西方学

习的阶段，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等。其中，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进了很多国外的

学术著作、学术概念和学术思想。这对开阔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提升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了解西方

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西化”倾向，即“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c。

首先，没有全面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世界发展趋势。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

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揭示

当时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和问题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思想，写出了《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1978 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在“经

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d 然而，我们的

哲学研究往往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一些学者大多坐在书房里研究学问，很少走出书房深入实践做长期

深入的社会调研，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及其蕴含的“中国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哲学研究，对

1978 年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和实践变化缺乏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对当今世界格局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以及世界发展趋势缺乏整体深入的哲学研究；一些学者较为关注西方的议题而不大关心中国议

题，甚至少数学者用西方的“公式”“标准”“尺度”“理论”来剪裁、套解、匡衡中国的现实，以至于理

a		韩庆祥、黄相怀：《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求是》2017 年第 1 期。

b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2 页。

c		韩庆祥、王海滨：《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和中国话语》，《江海学刊》2017 年 3 月。

d		韩庆祥：《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学习时报》2015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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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动力和理论创新成果不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研究方面不在场和失语，

在研究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方面丧失一定的话语权，难以引领世界、时代和实践的发展。

其次，没有真正形成直面中国问题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使用的概念、范畴、表述大多是教科书中的、经典著作中的和西方的。也就是说，对教科书中的、经典著

作中的、尤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范畴、表述、命题比较了解，我们说的多是“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

话”和“西方的话”，却不会说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因而，要么从概念到

概念，没有揭示出所用概念蕴含的生活内涵，要么从生活到生活，没有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

问题的分析研究中提升出中国本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结果陷入“有概念没生活”或“有生活没概念”

的境地。

最后，没有自觉主动去构建“理论中的中国”，没有真正构建起真正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当代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

个前沿问题。当今中西方在思想、理论、文化上的交锋，往往蕴含话语权之争，其中涉及到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思想体系、评价体系问题。a 任何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思想体系、话语体系、

评价体系往往具有“所研问题、研究方法、政治立场、哲学思维、概念范畴、核心理论、话语表述”七大要

义。然而，中国的学界在这七个方面发力不够，未真正建构起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思想体系、评价体系，也未从学理上真正建构起体现时代水平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可以与西

方理论比肩的、能贡献于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未构建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提供哲学支撑的核心理论。

解决上述三大问题，构建面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与体现世界发

展趋势、时代发展水平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论，实属当务之急。当然，我们对这

种“构建”需采取科学且严谨的态度。

三、建构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总体框架

时代的变迁必然使哲学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反映并引领当今世界发展、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应构建和贡献什么样的核心理论？总体上，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可着

重从核心理念、哲学思维、中心理论、哲学表述四个要素入手。这四个要素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可看作是

引领世界发展、新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总体框架”。

（一）确立“普惠”哲学理念

“普惠”的哲学理念属于哲学理论创新所要确立的核心理念。普惠，本质上就是哲学的。哲学是爱智

慧，哲学智慧能使人人受用、受益，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也

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发展、本质和意义进行理性反思的学问。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说到底是为了促进

人自身的发展，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哲学家陈先达教授明确强调：哲学是普惠的学问。b

当今世界呼唤普惠理念。第一，当今世界和文明多样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包容”

的呼声日趋高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共享日趋赢得大多数国家的青睐；同时，在坚持世界各国多

样性的前提下，注重人类共同性、协商共识性、发展包容性、合作共赢性、平等共享性也成为大势所趋。

普惠理念体现世界发展总趋势，注重学习世界一切国家先进文明的有益成果，主张世界各国可以自主选择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平等且多样性发展，主张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主张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互鉴的方式，建设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

全人类共同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普惠理念是构建体现世界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

a		韩庆祥、王海滨：《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和中国话语》，《江海学刊》2017 年 3 月。

b		陈先达：《哲学是普惠的学问》，《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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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核心理论的哲学理念。第二，在我国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引领世界权力逐渐向中国转移的

大背景大格局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时代性、世界性命题，普惠理念则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体现了世

界发展趋势。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提出“秉持

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论断。a 这里，习近

平总书记是把“普惠”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和打造

人类发展的“模式”的高度来讲的。b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核心理念就是“普惠”c。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

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d 第三，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反映世界引领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总体战略 e，其思想精髓就是以世界多元、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协和万邦、和平合作、互利

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普惠。在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

明之路，因此，可以被统称为“普惠之路”f；“一带一路”的协同合作是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

是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是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的合作，是促进繁荣稳定、扩大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合作，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普惠之合作”。g

当代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确立普惠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系统总结

国内外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新要求，为

实现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既是为解决当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

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问题而开出的总体药方，也是使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总体发展之道。新发展理念涉

及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基础、发展空间、发展目的等内容，对当前和未来我国发展具有决定性和引

领性的作用。新发展理念在本质上蕴含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理念。创新蕴含着“共

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协调谓之“共进”，绿色就是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开放的主要目的

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和“共享”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来讲的普惠。

这样的普惠理念，既具有哲学意义，提升到了人的类本质的高度，又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当然，“共享”不完全直接等于“普惠”，共享只是包含在普惠之中的一个要素。

普惠理念具有其理论渊源和文本基础。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注重“和合”“协和万邦”“世界大

同”“兼济天下”的普惠基因；二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关于“普惠”的丰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具有解放全

人类，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无论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人

的类本质”“类意识”“类生活”这些所谓抽象的“类”思想 h，还是马克思的理论成熟时期关于“人类社

会”“共同体”“世界历史”“共产主义”“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在人类多样性基础上的“社会化人

类”思想 i，在本质上都指向人类的普遍交往和融合，且使人们趋向共同性、共享性。列宁强调：“个别一定

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

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含在一般之中。”j 毛泽东还曾指出：研究任何事物，都必

须联系它的共性来把握个性，联系它的个性来把握共性。如果不认识共性，就无从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和规律，如果不联系个性来研究共性，这种个性就是空洞的、无内容的、

僵死的抽象。k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关于多样性之间的统一性

ac		韩庆祥、陈远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学习时报》2017 年 6 月 26 日。

b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7 日。

d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fg		韩庆祥：《“一带一路”的思想精髓》，《人民论坛网》2017 年 5 月 16 日。

hi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1—163、185 页，第 502、527、538、539、541、571、573、574 页。

j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58 页。

k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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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多方面规定性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的思想，是普惠理念的哲学基础。a三是，习近平强调的“全人

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普惠理念的集中体现，与普惠理念所蕴含的多样、共

同、共识、包容、互鉴、合作和共享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实质、精髓和灵魂就

是普惠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观点、哲学精髓、总体

表达。b 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共享，超越零和博弈，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坚持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

建设价值共同体；坚持共建共进，超越唯我独尊，建设行动发展共同体；坚持共治，超越“修昔底德陷

阱”，建设安全共同体；坚持共赢，超越结盟思维，建设合作共同体。显然，其中的共享、共识、共建、共

进、共治和共赢的精神实质，就是积极培育和践行普惠理念。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惠的性质

和内涵，它是普惠理念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是中国为实现普惠理念提供的中国方案。需指出的是，社会

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和超越资本主导的逻辑，从而走向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理想社会，其

指向显然是普惠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普惠理念更具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普惠价值。历史来看，在所谓的

“普世价值”中，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也具有诱惑性、迷惑性。我们更倡导“普惠价值”。普惠价值不否

定、不排斥“普世价值”中所讲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等，甚至坦坦荡荡、充满自信地高举自由、民主的旗

帜，把这些价值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吸纳进来，从而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然而，我们既要透

过种种表象辨析和识别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更要倡导普惠价值。“普世价值”是西方借价值所谓

的“普世性”把西方特殊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模式说成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最高标准，再以强制手段向全世界

推广，以排斥非西方世界文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不接受，就实施围堵打压，甚至发动战争，以达至维

护西方中心地位与赢者通吃的目的。普惠价值，则是在注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而强调统一性、共

同性、平等性、包容性、互鉴性、协商性和共享性，全方位、全过程地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世界各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一切为了世界各国人民，一切依靠世界各国人民，一切尊重世界各国人民。普惠价

值不仅注重价值在形式上的普世性，而且更深入且从根本上前进一步，更强调价值在实质内容、实现方式

和实际效果上的普惠性。

具体来说，普惠价值要澄清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对外推广时，用“普世”价值掩盖其价值“观”的

本质，“普世价值”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就整个世界而言，西方在把“普世价值”向他国推广

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具有强制性或武力性，而且其实际效果往往背离“普世价值”中的价值理念。我们

倡导的普惠价值的出发点是“多样平等”，方式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结果是普惠全人类。普惠价值不仅

从字面、形式上是普世的，而且从解释和实质内容上也是真正普世的，更重要的是，它在实现方式和实际

效果上也是真正普惠的。由此，普惠价值释放出的是正能量，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国家之间的正向合作共

赢、和平发展。

从表象看，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讲的是普遍性价值，即全人类普遍都要讲的。然而其背后，意图在

于维护其霸主国家的特殊利益和私有者的利益，在于巩固其霸主地位，绝不是普惠全人类。马克思、恩格

斯说过，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和扮装成人类的普遍利益。c 西方“普世价值”推广者亦

是如此。普惠价值反对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国利益，反对掠夺打压和武力扩张，超越资本主义，

揭示西方国家用“普遍”包装“特殊”、用所谓“先进文明”粉饰“掠夺”的本质，还原普遍性背后的特殊

性。普惠价值也注重一国的发展，然而，它强调这种发展能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注重

一国发展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发展的担当，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普惠价值也注

重个人发展，但它注重的是每个人的发展；普惠价值极力倡导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建设全人类

共同价值、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文明。总之，只有弘扬普惠理念的马克思

a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94、98 页。

b		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可参见《携手构建合作共赢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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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才能引领我们这个时代。

（二）树立“平等包容”哲学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西方“一元论”“西方中心论”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是“主体”统治“客体”。它强调西方世

界是“主体”，非西方世界是“客体”，西方世界支配其他国家，采取“西方模式”，走西方道路。但是，这

不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无益于人类平等包容发展，也引领不了世界和时代的发展。

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内在要求超越“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范式，逐渐走向注重主体际“平

等包容”的哲学思维范式，实现哲学思维在范式或形态上的跃迁。平等包容是相对于“主体”统治“客体”

而言的，其真谛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不分强弱贫富，必须要尊重其主权，都有权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社

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我们应坚持主体之间的平等包容，推动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当今中国的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已成为基本事实。这意味着“地球村”时代真正来临了，人类愈发休戚与共，世界已没有独善其身的赢

家。这也内在要求超越“主体”统治“客体”的哲学思维，走向注重主体际“平等包容”的哲学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内涵和实质来讲，它注重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包容性，即平等对话和交往与包

容性发展。在当今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突出体现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应当维护世界人

民的共同利益；第二，在尊重各个国家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应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 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又凸显世界潮流，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共识的战略高度，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构建了一道桥

梁，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破弱

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摒弃过去的冷战思维以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改变贫富两极分

化的现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呈现的将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景象、“命运与共、唇齿相

依”的安全新局面、平等互利的交往新方式。显然，要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理论，就必须反映

世界和时代发展趋势，在哲学思维上确立主体间“平等包容”的思维方式。

（三）创立“普惠文明论”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最关键的是要概括、提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

这就是普惠文明论。普惠文明论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论而言的。西方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的核心理论，西方的

话语体系大都围绕西方中心论展开，靠西方中心论支撑，是西方中心论的表达。当今，西方中心论已经没

有能力再来引领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必须构建反映世界发展趋势与时代、实践发展要求的新的哲学核心理论。

总体来说，哲学思想或理论是在最高层次上表达的“道”，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或理论。当今世界需要

的最根本的“道”就是超越“普世价值”或“西方中心论”的普惠文明。我们应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借鉴

国外的实践经验，挖掘历史资源，把握当代脉络，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中心理论。因此，既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也要积极探索关乎人类前途命

运的根本问题、战略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从中提炼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普惠文明论”便

能真正发挥引领当代世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是关于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世界 ( 文明 ) 多样性与统一性和文明互鉴的理论。

具体来说，“普惠文明论”包含十个基本要素：世界多样；人类共同；中国道路；文明互鉴；凝聚共

识；包容发展；协商共治；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共在文明。世界多样，说的是各美其美，世界各个国家

在国情、发展道路和文明等方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人类共同是说美美与共，人类是一个“类”的共同

体存在，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共同发展，达至世界和谐、大同、安全；中国

道路是指各有特色，应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自己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一种

新型文明；文明互鉴是指美人之美，各个国家需要互相借鉴汲取他国文明有益成果；凝聚共识是要寻求最

大公约数，国家之间遇到各种矛盾和分歧时，通过协商达至共识；包容发展讲的是包容性发展，一国应接

纳、认同他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协商共治是指各个国家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共同建设所共在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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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繁荣，共同享有世界发展成果；合作共赢是指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共建共享

指各个国家都是参与世界共建且平等互利的主体；共在文明是指确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文明。

这十个基本要素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普惠文明论”的总体性内容，需要从“普惠文明论”的总体性内容

中再进一步阐述其核心内容。

其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立论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其实践发展新要求而形成的理

论创新成果，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集中且系统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即哲学核心理论的基础和源泉。提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创新成果即哲学核心理论，需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离开这一基础，就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的境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所强调的新发展理念，在国际上所强调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普惠理念或原则，都蕴含着普惠文明的思想基础。

其二，以世界（文明）多样性和统一性为立论前提。无论当今中国还是世界，既多样又统一、既交锋

又交融是最基本的特征。提出并确立一种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理论，都应从哲学上揭示和阐释这一基本

事实及其内在逻辑为前提。因为这一基本事实蕴含着事物的本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蕴含着事

物发展的内在矛盾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生长点。马克思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是

“从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的 a，马克思创立的资本论是从“商品”这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及其内在矛盾出发的。当今世界既多样又统一、既交锋又交融这一基本事实，

内在要求普惠理念来引导，因为“普惠”在实质上意味着多样性（普）的统一 ( 惠 )、交锋中的交融。这种

引导，既利于世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也利于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共生。

其三，以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为立论基石。中国道路的哲学精髓，是党的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

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优化并形成合力，这种道路既能加快中国发展又能保持自身独立。这三种力量及

其合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健康顺利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体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党的主导

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上体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当今世界格局，美国呈现的主要是以资

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欧洲的一些国家呈现的主要是以社群或公民社会逻辑为主导的文明。中国道路及其

哲学精髓蕴含的是一种普惠文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与使命担当的执政党，它以普惠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时代使命；市场配置力量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推进力

量，它把地域历史变成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这为普惠

提供了基础；b人民主体力量中的“人民”，既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它既依靠人民共创发展成

果，又为了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c

其四，以文明互鉴和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华新文明为立论核心。当今，“西方中心论”仍有一定市场。随

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经过浴火重生，建立

了一个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华大地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新发展理念；在世界层面

而言，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始终展现

出强劲的活力。“新发展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实质上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的哲学意义和世界意义，既在于借鉴并吸

收世界一切文明有益成果，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一种新文明，也在于对构建当代世界新秩序和新型国际

a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 页，第 86—90、114—115、273—278 页。

c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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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也回答了“人类究竟向何处

去”这一世界之问、人类之问、时代之问。这种中华新文明，“以世界多样性、博弈性、不确定性和挑战

性为基本依据，以辩证思维、类思维、平等包容思维为思想方法，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

本立场，以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互利普惠为核心理念，以

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为核心内容”。a 其内核是“包容普

惠”，即“普惠文明”。

其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且达至人类普惠为立论目标。普惠文明是在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发

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注重的不是某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兴盛，而是以普惠全人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最高价值目标。因此，它站在了真理、道义和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

其六，由于普惠文明注重当代中国所承载的时代—历史使命，注重世界（文明）多样和统一，注重阐

释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注重文明互鉴，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普惠全人类，所以它可以引领

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

（四）构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

“普惠文明论”属于什么样的“哲学”，如何对此作出哲学阐释、表述和命名？从哲学上讲，“普惠文明

论”的核心内容是共创共享共治。哲学理论创新所要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引领当今世

界、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理论可以提炼为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这里需

要作充分深入的哲学论证和说明。

第一，概念界定。“普惠哲学”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普惠哲学”是一个关系概念，是指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国与国、人与人

之间是一种共利存在、互依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以“多样平等”的哲学理念进行合作共赢，共同

去解决“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难题，从而达至“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结果和

目的。

第二，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有其存在根据。在治国理政方面，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

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有充分的根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丰富，贯穿其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也蕴含着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主题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强国之道是新发展理

念；总体方略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际战略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贯穿上述内容的哲学思想就是人民共创共享共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注

入了创新活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空前的创造力。胡锦涛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任务是实行“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理念成为突出亮

点”b。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之一。党中央治国理政较为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注重法德并治和协商共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

心。共创共享共治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三条根本路径。以“共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现

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政治保障，“共创”“共享”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面对新的历史方位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时

代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人民才会具有创造性，社会

才会充满活力。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时，必须进行调整以保持

a		韩庆祥、陈远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新文明》，《学习时报》2017 年 6 月 26 日。

b	 韩庆祥：《治国理政哲学思想与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7-03/03/content_23878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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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Worlds and General Preferential Philosophy
—— Constructing Marxist Philosophy in Leading New Era Development

HAN Qingxiang
Abstract :  The rea l  phi losophy i s  “quintessence of  the  sp i r i t  of  the  t ime” and “ l iv ing soul  of 
civil ization”. Philosophy is “developing” and continuously changing its form of realizing 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praxis. Every great change in hum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would 
tak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as its ideological pioneer. The current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great 
development, a great revolution, and a great adjustment, and China is stepping in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rena by the epoc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developing from a large 
country to a strong country. 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should go with the tide and express their new 
ideas, along with the philosophical way opened by Karl Marx. They should discover new data and 
new issues in the new practice in current world development, put out new viewpoints, construct new 
theories, and should be good at refining new concepts, new categories and new expressions of symbol 
and originality. Therefore, the current Marxist philosophy should take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 to reflect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 time and the 
practice, to promote theoretical re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o construct the 
kernel the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could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age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and, in this way, to play the role of leading a new epoch. Such a 
philosophy can be called as a “philosophy of general preference” which mark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eory.

Key words: multiple worlds, mutual reference of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with tolerance, harmony with 
all countries, philosophy of general preference, lead the new epoch

社会的平衡和谐稳定。调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革命；二是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对滞后是

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西方社会注重过程正义，忽视结果正义，致使分配正义缺失，

从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内在逻辑打破了过去以资本为主导的游

戏规则。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是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要建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从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得好不

好，最终要看它能否真正激发人民共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新活力，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共享，能否真正使人

民共同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治理。”a如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社会中得不到真正体现，人民群众

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不能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有效治理，社会就会变得缺乏创新活力，那么，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便无法显示出来，也就更谈不上超越资本主义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

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主要集中在解决好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三大根本问题。生产力方面，“激

发人民创新活力”问题，使社会充满生机；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上层建筑方面，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人民共同参与治理”，即共治。b 这三大根本问题蕴含着“人民共创

共享共治”思想。

基于上述理由，以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为核心内容的“普惠哲学”可以发挥引领当今世界、新时代和实践

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而能成为当今新时代所需要的哲学。当然，这种哲学还在建构中。

（责任编辑：牧 秋  见习编辑：王 鑫）

a		韩庆祥：《治国理政之道：人民共创共享共治》，《人民论坛》2017 年第 23 期。

b		韩庆祥：《治国理政哲学思想与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光明网》http://theory.gmw.cn/2017-03/03/content_238787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