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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和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 
 

 孙利天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

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已是哲学人力资源大国，

并正向哲学强国迈进。我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远远超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现代西方哲

学的主要流派、作家和著作，中国几乎都有人研究，少数专家可能已不逊于西方专家的水平。我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各种部门哲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本土化、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已经为世界哲学贡献出中国特有的思想资源。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理、翻译这些成果，使国外学

界了解和研究。 
  国内外的哲学交流固然要突破语言的障碍，但中外哲学史都表明，那些经过数代人艰苦精神劳作

而创造的伟大哲学，总是能穿破语言的屏障，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根

本任务是构筑当代世界水平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这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文化

心灵和生命体验等作出更深邃、更精准、更细微的理论把握，从而彰显出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国内外一些学者都意识到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的工业文明或现代性已经走到了尽头，一种新的文明形

态、新的生活方式和引领、支撑新文明、新生活的新的哲学思想即将来临。构筑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寻求和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 
  我们首先要真正读懂的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其历史成就这部大书，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打开的

心理学。社会生活实践是哲学反思的最重要的对象，我们如何把握客观化、对象化的社会存在作为黑

格尔所说的客观精神的意义，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经验中把握具有稳定性、具体普遍性的超验的哲学概

念，如何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中倾听到普遍社会实践意志的声音，是对当代中国哲学智慧的最大挑

战。 
  回应这一挑战的第一选择是寻找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问题的关键不是传统学术思想与当下社会

生活实践的对应、契合和经验解释，也不是某些超越的形而上学命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学理阐释，

而是要直面那些在当下中国人理解生活和应对生活变化的生活智慧中仍然存留的传统思想资源，寻求

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活着的哲学传统，是凝练当代哲学中的中国元素最重要的思

想路径。 
  语言是存在的家，活着的哲学传统存活于当下中国人的语言和言语之中。语言的变化必然触及哲

学和形而上学的层面，那些支撑人们组织经验、理解生活和领会自身生存的形上概念和形上情感，也

必定有语词形态的存在和变迁。反思和描述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存在，是把握当代哲学中的中国元素

的切近道路。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使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未来和代表中

国未来的中国青年寄予厚望。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使青年群体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价值观念等发

生快速的变化。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当代中国哲学应是当代中国青年普遍社会心理趋向的表

达，笔者曾提出要建设中国青年哲学心理学。青年的所思所想是未来中国哲学的精神本体，他们的生

活形式就是未来中国哲学的生存论基础，他们的说话方式就是未来中国哲学的语言基础。哲学作为后

思意义的反思，总是要在时代之中那些坚硬的、巩固的、实体性的东西充分凝固之后才能作出理论的

总结和表达，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也大致如此。由于哲学把捉到的东西具有大历史尺度的效应，

后思的哲学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中国 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很多哲学思想尚未成熟就已
变老，所以我们必须总得像年轻人一样思考，当代中国哲学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