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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
长郭义强：

《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出
版是对哲学科学领域的一次重
要贡献，也是对学术出版的一
次重要贡献，同时提升了出版
行业的学术品位和理论高度。
在这本新书中，孙正聿教授在
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百年历程的基础上，着力
探索了“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集中概括了“守正创新”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具体阐述了“照亮现
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智慧，深入探讨了构
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使命担当”，努力展
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
《用理论照亮现实》既是

利用理论思维深化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动教材，也
是哲学理论研究与党史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相统一的扛鼎
之作。希望能够以本次学术研
讨会为契机，让优秀哲学社会
科学的作者和优秀编辑携手
共进，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研究与实践，为时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
长栾国栋：

《用理论照亮现实》 一
书的出版，对推进我国的哲
学观念变革和哲学体系构建
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吉林大
学出版社继续深入推进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丛书建设，力争多出版优秀
出版物，打造时代精品，传
承优秀文化，进一步推动吉
林省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喜平：
《用理论照亮现实》 充

分代表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
科学的学术水平，充分体现
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的使命担当，充分展示
了新时代广大哲学工作者的
理论追求。哲学社会科学是
吉林大学引以为傲的闪亮名
片和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力
量，以孙正聿老师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哲学社会科
学师生潜心研究、传承创新、接续前行，取得了一
大批标志性成果。《用理论照亮现实》将进一步提振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对我国构建哲
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发思想先声，“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用理论照亮现实》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湛：
孙正聿教授的著作依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
史与逻辑，从“问题导向”“守
正创新”“照亮现实”“使命担
当”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十分
清晰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研究范
式、实践智慧和哲学体系问
题。孙正聿教授的著作概括
阐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重大和迫切的，也是复杂
和艰巨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
产生和发展的逻辑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和创造
中不断解决。这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南开大学教授王南湜：
《用理论照亮现实》贯穿

着一条体系性的主导线索，
那便是其书名所昭示的“用
理论照亮现实”，而这一主导
思想可以用三个命题或三句
话来表达：回到现实实践、
回到现实实践智慧、回到中
国式现实实践智慧。孙正聿
教授这部著作所指向的正是
马克思所开创的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实践智慧之真
精神。而现实实践智慧这一思想意向，不仅体现在
书中高频率出现的“实践智慧”这一术语，而且更
是在这部著作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上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
本书以“突出的问题意

识”“鲜活的理论阐释”“深
刻的哲学创建”“强烈的使命
担当”为特点，将鲜明的政
治性、严谨的学术性、思想
的深刻性、研究的前沿性、
表达的生动性熔为一炉，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部
精品力作。全书对各种重大
问题的理论思考，都是有感而发。把鲜活的理论讲
鲜活，这种鲜活主要体现在书中提出的两个命题：

“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耕：
每代学者都有每代学者

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这代学
者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以马
克思主义的著作为理论依据，
以当代现实为基础，建构当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孙正聿教授的新作为重
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建
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在本书中提出的

“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是一个深刻的思
想。40多年来，孙正聿教授一直在哲学领域里艰辛跋
涉，一直在追求崇高的位置，他发出了当代中国哲学
家的声音，是我们这代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胡海波：
按照有理论、有实践，

有哲学、有历史，有马克思
主义、有中国的认识与解
读，就会发现孙正聿教授研
究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智慧
的思想追求，并可将此视为
本书的思想特征。以理论的
方式理解、研究与阐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是本书主题

“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哲学目光与思想闪光点。这样
的目光与闪光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思想、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三
重”理论融会贯通，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知识体系。

吉林大学教授张盾：
孙正聿教授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有着非常独特
的理解，让人很受启发。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
个大题目，别人尚且艰难跋
涉于外，孙正聿教授已经从
容置身其中，一念之转，意
境已经完全不同。在本书
中，孙正聿教授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角度，系统回顾了他本人曾经关
注过的一系列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并特别从理论思
维、研究范式、实践智慧等角度，系统解说这些工
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联系。

北京大学教授仰海峰：
借用孙正聿教授在书中

所言，从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要有
一种有“我”的哲学，借助有

“我”的哲学，学者才能发出时
代的先声。这正是《用理论照
亮现实》的特点，也是本书的
魅力所在。有“我”的哲学，这
是孙正聿教授哲学思想的一
个重要特点。本书内容是以孙正聿教授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最为根本问题的讨论为基础而展开的，既包含
了孙正聿教授对哲学问题的自我理解，又包含了他对
时代问题、中国问题的把握，这是用理论来照亮现实，
而不是简单的对接与套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臧峰宇：
孙正聿教授在《用理论照

亮现实》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回顾，
以问题意识把握思想中的现
实，构建以实践为核心范畴、
以改变世界为鲜明特点、具有
主体性原创性学理性的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
系，提出中国学者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
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向东：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

波澜壮阔，与之相应的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气
象万千。如何理解、把握这
一当代研究，对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后学者而言，无疑是
重要的任务。孙正聿教授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
主题，观照这一研究历程，
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理解。
本书围绕这一使命和担当，就如何建设具有主体
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进行深入探讨，深化了
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前提性思考。

清华大学教授夏莹：
孙正聿教授在面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这一重大时代问题时，以

“问题导向”为线索，为读
者提供了多角度视域下马克
思主义理论及其一般哲学所
特有的思维方式与重大课
题。这部颇有厚度的理论专
著的显著特质在于，它让我
们更多读到的，是一种颇为灵动的、富有强大时
代感和问题意识的理论表达，这一表达带着当代
中国学者特有的理论自信，所有西方哲学与中国
哲学的文化基因都被有机融合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
系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丹：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

学知识体系对当代中国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真正地构成
了一种理论支撑。孙正聿教
授在本书中，以实践为核心
范畴和根本理念，探讨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来
的探索历程、理论思维、研
究范式及实践智慧，扎实地
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性创新，为
建立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并作出
了原创性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海锋：
站在宏观的“哲学史”

坐标系中看，《用理论照亮
现实》 深刻体现了孙正聿
先生在 1998 年版 《哲学通
论》 中所提出的“哲学是
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
是思想性的历史”的哲学
观或哲学史观；站在“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坐标系中看，《用理论照亮现实》 体现了中国学
者在“哲学史”书写中的主体性自觉和原创性
贡献；站在微观的“孙正聿哲学思想史”的坐
标系看，《用理论照亮现实》 体现了孙正聿在理
论想象与生命体验的辩证互动中铺展“思想人
生”的巨大理论成就。

吉林大学教授王庆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
晶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进
行总结和概括的重大时代课
题。《用理论照亮现实》是一
部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性著作。这部著作为建构中国
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四个关键性要素：民族自我意识
的理论觉醒，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征，中华民族自
己的实践智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使命。

吉林大学教授曲红梅：
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
智慧进行系统阐释的标志性
著作，彰显了当代中国学人的
使命担当。孙正聿教授的学术
追求之一是“让世界知道学术
中的中国”。对于一种文化而
言，理论自信主要表现在参与
世界性讨论时，有基于自身实
践的独特声音，并且是有力的、可理解性的声音。孙正
聿教授已有3部著作以英文在海外出版，也期待未来
通过这本书的学术外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吉林大学教授白刚：
孙正聿教授乐于每日思

考，志在终生探索，并将其
进行文学化表达，他的书名
是《用理论照亮现实》，对于
我们而言，是用理论照亮了
我们的学术之路。孙教授以
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并从

“提升理论思维——哲学研究
的‘普照光’”“凝练学术命
题——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坚持有
理讲理——看到人家的好处、悟出自家的道理”三
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构建了中国自主马克思主义知
识体系的概念基础，并作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吉林大学教授王福生：
我学习《用理论照亮现

实》的两点深刻感受：始于学
术，终于学养；笔下有人民，心
中有大爱。本书不仅从学说、
学术和学养的统一中重新理
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
从社会需要、人生需求的角度
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强调前者正是为了
与人民“亲近”。而这种对人民的大爱和亲近来源于孙
正聿教授对学者使命的清醒自觉和主动担当。这一使
命就是“关切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以理论创新推
动现实变革，以理论照亮现实”，这为广大哲学工作者
树立了榜样。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
我们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

律性的新实践，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
实。这就是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也是对“构建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用理论照亮现实”的本质在于“用现实活
化理论”，“用现实活化理论”的作用和使命是“用理论照亮现实”。哲学是以时
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因此，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中国自主
哲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也是这本书的应有之义。

9月22日，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吉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用理论照

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

智慧》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旨在深入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总结其理论创

新成果及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此次会议汇聚了来

自全国各地高校的10余位知名学者与专家，共同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

论。以下为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发言摘登。

作者感言

嘉宾致辞

专家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