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袁我们

野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袁 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袁使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尧价值理念尧道德观念上紧紧

团结在一起遥 冶[1]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袁人们习惯

用普遍性的话语范式进行理解和阐释遥 但是袁如何

通过道德哲学的引导使马克思主义与生活世界处

于有机平衡中袁是一个需要探讨的伦理学课题遥 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袁其在学术层

面直指其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袁以伦理为核心的价

值表现非常突出遥 显然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

哲学形态袁既不应当是文化链的断裂和文化壁垒的

建筑袁 也不应当是文化自我与民族文化个性的丧

失袁而应当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和文化承续的过程

中袁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新的伦理性和伦理精

神的内涵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是伦

理精神及其价值合理性的显在形态袁具有鲜明的伦

理指向遥 因此袁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是马克思大众

化的实践要求和成熟标志遥

一尧精神同构院大众化何以存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

力袁就在于其具有科学的批判精神与建设精神遥 从

传统意义上来考察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自己的根

源和范型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自我意识袁就是要

解决人类的现实生活困境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变成精神层面的自我意识遥 也就是说袁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直面善与恶袁 在精神方面实现认识力的提

升遥野但是袁善与恶这些简单思想也同样地直接地异

化了曰它们都成了现实的袁在现实的意识中都表现

为对象性的环节遥 就这个意义说袁第一种本质即是

国家权力袁另一种本质即是财富遥 冶[2]马克思主义在

精神层面与野大众冶进行同构袁一方面要满足国家阶

级统治的要求袁建立起符合人民要求的社会控制体

系曰另一方面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袁提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

路艳娥

渊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袁江苏 南京 210012冤

摘 要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术层面直指其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袁而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是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要求和成熟标志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院在意

识层面与经济社会层面的精神同构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存在的基础曰在道德视域中创造一个意义

世界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可能的理论逻辑曰在学术价值变迁尧时代价值变迁尧政治价值变迁中成为

野有用冶的体系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发展的动力曰以野生活冶为目标袁关注人民生活袁是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遥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德哲学形态分析袁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

崇高的哲学追求袁并给予人民群众以高尚的伦理情感体验遥
关键词院马克思主义曰大众化曰道德哲学曰伦理价值曰生活转向

中图分类号院B 82-0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原260X渊2019冤04-0145-07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路艳娥袁法学博士袁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道德哲学尧法哲学研究遥

第 36 卷 第 4 期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灾燥造援36 晕燥援4
圆园19 年 7 月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澡藻灶扎澡藻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穴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 驭 杂燥糟蚤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雪 Jul援 圆园19



人民生活的伦理品质与价值品质遥
马克思主义要与我们的工作尧生活尧学习同行袁

精神纬度的一致性至关重要遥不管是在实体性的生

活中袁还是在精神性的体验中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能够实现国家利益与人民生活相互渗透袁同时超越

经济利益关系袁提升个体生活的精神意义遥 精神同

构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庸俗化袁
而是让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建设中走

向人们的精神世界遥在这种反思与建设中袁不仅把

大众化作为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进行追问袁而且还进

一步付诸实践袁通过各种途径使马克思主义从野批
判冶走向野建设冶遥

野马克思除了和所有社群主义者一样对权利和

社会正义的概念持怀疑渊甚至是敌对冤态度以外袁他
还将人类共同体这一价值作为他的三个首要价值

之一遥 在马克思看来袁共产主义在道德上之所以比

资本主义优越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共

同体遥 冶[3]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袁马克思主

义需要与人民群众实现人文精神的互补袁并通过互

补进行互动袁从而实现共同体的生态合理性遥 具体

来说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合理性袁需要实现与人民

群众在文化尧经济尧社会等方面的精神互补互动遥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自足的机体袁不仅在于生活

方面的自足袁 还在于人民群众精神结构方面的自

足袁当然这种自足是开放的自足遥
首先袁精神气质的同构遥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

大量的论证表明袁马克思不单单在描述尧解释社会

现象袁而且在批判与建设各种社会安排遥 如果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中国人民精神气质的结构

要件袁传统儒家尧道家尧法家等中华文化中的优秀素

养作为中国人民精神气质的意义要件袁那么袁这两

种要件就是潜在与显在尧体与用的关系袁二者既有

描述与解释袁又有批判与建设遥 前者是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野体冶袁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野用冶袁
在人的伦理生活中得到显性的体现遥二者形成中国

人精神气质的逻辑生态尧文化生态袁准确地说袁是当

代中国人迈向现代性的生态袁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

精神生态遥 由此出发袁我们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精神气质同构确立以下基本理念遥 第一袁必须

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精神的把握袁同时对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文化生态进行分析曰 第二袁必
须在野文化理解冶的理念下袁在野马克思主义冶要 野大
众化冶之间进行透视与把握袁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

的文化特色与民族特色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精神气质同构合理性方

面表现为院 及时反映生产力发展与变化的最新成

果袁及时把握当下不断前行的社会主义事业袁及时

梳理内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深层的人伦关系袁
在繁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确立共同的伦理坐标遥
野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遥 物质是世界上

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遥如果耶无限的爷这个词不表

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袁这个词就

毫无意义遥冶[4]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同构聚焦

于野精神气质同构冶袁就找到了道德哲学基本的文化

关系遥 在气质上同构袁能够寻找马克思主义野始基冶
的出发点袁把马克思主义由少数精英的继承创新变

为野大众化冶的继承创新袁同时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思想深度遥
其次袁精神意识的同构遥野思想尧观念尧意识的生

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袁与人们的物质交

往袁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遥人们的想象尧思
维尧 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

物遥 冶[5]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袁具有科学的理论框

架与逻辑体系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在精神意

识的层面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遥 有待论证的是院
在精神意识的纬度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构是什

么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较于马

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袁但是马克

思主义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袁对于共产主义事

业无限坚定的信仰依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精神意

识之中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同构

主要表现为袁大众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伦理精神袁是整个中国文化特有的有机因子袁赋予

中国人民精神意识的文化功能与文化使命袁体现了

野中国智慧冶野中国方案冶遥
显然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意

识里是一个野不断调适冶的过程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

不断发展的袁即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现实问题遥 野不断调适冶的完成袁就存在于

大众化的过程中遥从中国古代的野五伦四德冶尧野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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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冶袁到中国现代的野天下为公冶尧野为人民服务冶袁
无不体现精神意识特殊的历史建构遥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体系的自动完成袁
需要在精神意识层面与经济社会层面野不断调适冶袁
以完成中国人民精神生态的建构遥

二尧道德视域院大众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发展是同一过程遥由
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野合宜冶的感觉起源于

对理论的道德感情袁道德视域在直观中很容易被认

为是一种哲学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袁无论是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袁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

践袁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确指导社会主义

道德水平的提高袁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道德情感之

间关系遥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说服力的彻底性根源

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彻底性遥 也就是说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表现出一种道德哲学的追求遥

野然而袁还有一种美德袁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

我们自己的意愿袁 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袁谁
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袁从而受到惩罚遥 这种美德就

是正义袁违背它就是伤害遥 冶[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

有巨大的生命力袁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大多数人

的利益袁同时把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视为正义的事

业袁创造了一个充满美德的意义世界遥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必须满足并超越自身理论化系统化的要求袁
在此过程中显示大多数人的追求遥如何在理论化系

统化的过程中安顿大多数人的生活袁是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遥 于是袁大众化在世俗

世界之外袁又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遥
首先袁国家道德的期待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立

足中国国情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尧中国风格尧中国

气派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马克思主义野泯然众

人矣冶袁而是以野道冶化人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

态性往往使人忽略其道德价值袁尤其是国家道德的

期待遥 事实上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国家利益

的需要袁 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理论支

柱袁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道德规范遥 野道德规范

噎噎就其本质来说是意识形态遥冶[7]如果我们还声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含道德或规范性成分袁这显然

是不符合事实的遥 在国家道德的期待中袁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不仅是国家道德的核心袁更是国家道德的

特性袁甚至是国家道德的本身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合理性建构袁在一定

意义上就是国家道德期待的价值合理性建构遥 所

以袁大众化的变革袁以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为

突破袁反证了大众化对于现代中国所具有的至关重

要的意义遥 大众化一旦走出概念的抽象成为现实袁
就内在于社会的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文化遥大众化存

在于野国家道德冶之中遥 对于这一点袁人们可以有多

种理解袁从不同角度进行透视遥 形而上的理解是从

哲学上对大众化本质的理解袁功能性的理解侧重于

大众化对国家经济社会的作用袁但都表现为一种力

量袁这种理解是国家道德期待的作用力遥
其次袁社会道德的生态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

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袁必然与社会主义社会进

行深度融合袁通过大众理论的武装袁推动社会主义

生产力的发展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只是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社会关系的反省袁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社会中地位的反省遥无论是深层生态学还是

浅层生态学袁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大地的指导地位袁要求以一种新的社会道德

原则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的关系遥 诚然袁马
克思主义理论起始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袁因而袁
人对社会态度的变化袁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适袁
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世界观尧价值观的深刻变革遥

从根本上说袁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起来袁反映在社会道

德生态中就能够产生对大众化的认同精神遥由于历

史条件的变化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要回应新

情况尧新问题袁这样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现代社

会就具有最深厚的基础遥 因此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大众化转换袁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建

构袁必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完成遥
最后袁个体道德的圆满遥 个体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中既是参与者的角色袁 又是受惠者的角

色遥因此袁个体除了加强自身修养袁提升个体生活质

量以外袁又有责任尧有义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尧
研究尧传播袁从而调节自身与理论的野相适性冶袁这是

个体道德圆满的重要结构遥野道德的热情袁并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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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道德的结果遥 道德热情如缺乏理智引导袁往往

导向错误方向袁形成一股盲目的破坏力量遥 所谓理

智的引导袁是主观上能独立思想袁客观上能服膺正

确知识的能力袁 知识的真诚有助于这种能力的培

养遥 冶[8]马克思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袁还是作

为一种科学袁都需要野与人民在一起冶袁形成人民能

够服膺的理论能力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袁如物质和意

识的关系问题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袁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问题等等袁都只有通过个体的认知尧道德

实践才能实现野大众化冶遥 应该说袁在进行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考察时袁国家道德尧社会道德确实不失崇

高袁然而一旦在个体实践的背景下进行运作袁把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个体放到一个有机的生态中进

行考察袁其价值合理性就具有极大的空间袁从而演

绎出开放的尧富于自我生长尧自我更新的道德观遥个
体道德的圆满袁不仅是伦理主体的自我完善与自我

实现袁而且通过个体对于国家道路与制度选择等方

面认知水平的提升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

功能遥

三尧价值变迁院大众化何以发展

一般认为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

理论更加野接地气冶袁更加为人民群众所接受遥但是袁
大众化本身既不能作为纯粹野有用冶的体系袁更不能

作为马克思主义野最终冶的目的遥马克思主义学者和

哲学学者们发现袁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袁价值的变

迁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发展的思想武器遥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不断地发展袁就应当处理好价值

变迁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遥在被尊奉的理论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袁与价值变迁相关的理念主要有院学术

价值的变迁尧时代价值的变迁尧政治价值的变迁遥
首先袁学术价值的变迁遥改革开放以来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袁形
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遥在马克思主义学

术研究的过程中袁中国问题引发的中国研究尧外国

研究袁外国问题引发的对比研究尧历史研究袁都成为

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精神资源遥 这样袁关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术研究的形上本性袁在学术资

源方面就可能有一种选择院野实践冶遥野实践精神是包

含意志一般决定的一些命题袁这种决定在自身之下

有更多的实践规则遥如果主体以为这种条件只对他

的意志有效袁那么这些原理就是主观的袁或者是准

则曰但是袁如果主体认识到这种条件是客观的袁亦即

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袁那么袁这些原

理就是客观的袁或者就是实践法则遥 冶[9]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在学术价值的变迁中存在两种情况院一种是

学术研究者认为大众化只是研究者自身的职责袁研
究者有义务将理论思考转化为实践智慧曰一种是学

术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天然是实践的必

由之路袁这个过程对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冶都是有效

的遥 事实上袁前者的认识正在转变成后者的认识遥
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得到

实惠袁即理论能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袁能够实现思

想上的升华袁这时候袁他们就不会认为大众化野只
对他的意志有效冶遥 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袁大
众化的研究也不只是他的准则袁而是野每一个理性

存在者的意志冶的准则遥 于是袁更为可靠的结论便

是院大众化能够确证实践理性袁同时袁实践理性能

够表征大众化的发展能力遥
其次袁时代价值的变迁遥时代在不断进步袁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不断地与时代进行野调适冶袁而且

要迎接时代挑战并不断超越遥在时代价值的转换方

面袁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构和超越传统的话语体

系袁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遥 马克思主

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的一门科

学袁承载着改变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遥但是袁时代的

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袁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遥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注时代主题的

要求而言袁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时代向度上建立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遥 因此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需要确立起一系列新的观念袁需要有更为广阔的时

代视野遥
从时代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历史出发袁能够更

为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远大前景遥当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成为一个总体性方案出现的

时候袁它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体系性的特征袁并拥有

严密的逻辑论证遥 野一百多年来大多数人一直把马

克思主义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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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尧生产资料公有制尧计划经济尧按劳分

配袁并且认为这种理解是无可置疑的遥 噎噎但只要

从这些教条中解放出来袁我们面前立即出现一片崭

新的天地浴会对当今时代袁对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袁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及其命运袁
获得新的看法遥 冶[10]应当承认袁马克思主义一旦脱离

特定的时代环境便无法释放他的活力袁反而成为规

约的意义被消解遥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袁马克思主义

只有与大众化的实践结合在一起袁受到实践的推动

并接受野大众化冶的检验袁才能真正融通到大众化的

发展意境中遥
最后袁政治价值的变迁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

立尧创新尧发展袁如果只是简单重复人尽皆知的政治

结论袁不仅无助于大众化的进程袁而且妨碍人们面

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研究遥正因为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与政治的紧密相关性袁因而道德哲学必

须研究政治价值要要要不仅在现象学意义上袁而且在

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探究遥野同时袁我们一定

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尧以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运用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袁着眼于新的

实践和新的发展遥 冶[1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政治价

值统摄野情理冶袁以情理为价值的基础尧机制和标准遥
同时袁现代道德哲学试图将大众化建立在野情理冶的
基础上袁并赋予其应有的实践地位袁为政治至善与

个体至善的良性互动奠定基础遥
毫无疑问袁14 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价值目标遥我们用马克思主

义武装全党袁教育人民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

然要回应人民的切身利益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

够让人民产生对改善生活状况的期待袁并通过劳动

创造幸福这种方式把这种期待变为现实遥

四尧生活转向院大众化何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般是在通俗尧普及方面寻

找路径遥 从理论旨归来看袁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

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关注人民生活袁是以野生活冶
为内在本性的袁其道德本质为生活至善遥 这种生活

至善最初表现为对野生活冶困境的担心和隐忧遥这虽

然是开放时代和开放社会的特征袁但由于以野生活冶
为根基和目标袁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

出向善的生活要求遥 在野生活冶的引导和规约下袁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再仅仅是停留于理论的理解袁而
成为具有实践本性的道德情感袁激发行为主体遵循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袁通过自我的努力袁确立起

具有强大力量的道德规范袁把他律意识转化为自律

意识遥
野我们在马克思后来的叶资本论曳中看到过近似

的表述遥这两种东西哪一种更能现实地促进人类的

幸福呢钥 显然是后者遥 这是在批判那种具有浪漫主

义色彩的伦理主义袁如西斯蒙第式的人本主义经济

学家遥 冶[12]概言之袁野生活转向冶作为道德目的既是马

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客观的尧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规

范袁也是大众个体的尧向内的德性遥 另外袁野生活转

向冶作为个体德性而具有的强大调节规范作用离不

开我国传统的理论大众化环境袁它对个体内外真实

统一性的要求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遥 可以说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实现机制都蕴含于生活以及整个中国当代哲学框

架之中遥
首先袁生活智慧的转向遥 生活智慧最初定为某

种自然的东西袁他采用野爱冶和野感觉冶的形式遥因此袁
生活智慧是具体形态的自由袁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

人们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遥
生活智慧并非生活的精神装饰袁而是中国大地

上人们生活遵循的内在原理遥 正是依着这样的原

理袁社会才有和谐有效的秩序袁人们生活才富有尊

严遥 如果说道德是个体的生活智慧袁那么道德哲学

便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智慧遥生活智慧作为一种人伦

原理的真义袁在人们共同文化信息的作用下袁遵循

共同认可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袁在心理上尧文
化上产生交感作用袁并在大众化中进行伦理行为的

互动遥当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实际野影响冶
时袁实际上袁受众也就不由自主地放弃原有思想中

过时的或者不合时宜的想法袁认可或者接受马克思

主义真理遥 于是袁道德哲学的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诉诸的生活智慧袁这是一种

求真悟智的体验袁使得对理论的推崇达到了野自化冶
的程度遥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求诸实践真理遥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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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合目的性问题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

精神动力实现方面的问题遥
其次袁生活品质的转向遥 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深

受传统野儒冶野释冶野道冶思想的影响袁儒家的野拿得

起冶尧佛家的野放得下冶尧道家的野看得透冶成为中国人

内心深处的文化因子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中袁处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互

动互通互鉴袁这是中国人生活品质的生动体现遥 世

俗中生活品质的互动机制与互动模式袁更多地代表

中国社会的生活逻辑与伦理生活方式袁这是最为朴

实的袁也是最为现实的生活原理遥于是袁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更

为深层的生活品质袁无论大众化潜在于人们的伦理

生活中袁还是潜在于个体的精神世界里袁其结果都

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品质遥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科学袁本

身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产生的遥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要要要马克思尧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过

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袁即成为具

有生活品质的革命家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袁大
众化就是从无数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品质中生长

出来的袁后来被扩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尧并且被社

会实践证明是必要的和具有真理性的哲学方法遥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的看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

论袁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袁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概

括和总结遥 所以袁健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环境成

为追求生活品质的重要条件遥 从社会国家的角度

讲袁让人民的生活不受饥饿之苦袁不受罪恶之害袁是
一个理论最基本的使命曰从个人来讲袁践行已经被

证明的真理袁是幸福之路必不可少的条件遥因此袁从
世界观与方法论引申出来的生活品质能够成为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推进剂遥
最后袁生活力的转向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经

济尧社会相关联的因子就是生活力袁既认识生活和

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遥如果说在以大众化得以实现

的精神生态中袁生活智慧是建立实体袁生活品质是

建立道德自我袁 生活力则是确立安身立命的意志遥
野所以袁 作为直接自为的而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区

分开来的主观意志是抽象的尧局限的尧形式的遥但是

主观性不仅是形式的袁而且作为意志的无限的自我

规定袁它构成一切意志的形式遥 冶[13]生活力的转向被

设定为与意志的概念同一遥 这是道德的基点尧应然

的基点遥
有些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建构持一

种不信任态度袁认为它不可能持久遥 但在实践的基

础上提出用生活力的方式改进这种框架袁就能够看

到理论是如何融入生活体系的遥在理论与生活之间

有一个环节容易被人们忽视袁即什么力量促使行为

主体恪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原理钥从生活力角

度分析切入袁就能够实现对野大众化冶的精神把握遥
这种把握的真义在于院从大众化最容易生成的文化

传统和文化体系入手进行分析和把握袁并在历史分

析结果的基础上突显生活分析的意义遥 当然袁生活

力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实践智慧袁
然后在哲学的意义上把握和诠释大众化就成为道

德哲学建构的重要旨归遥
总之袁道德哲学形态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构

成袁伦理代表着人的生活目的遥我们可以看出袁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尧基本观点和

实践主体之间形成了公共本质的同一性袁在精神同

构尧道德视域尧价值变迁尧生活转向四个方面表现为

与自身理论相适应的道德哲学形态遥 事实上袁无论

从逻辑还是历史的维度透视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

伦理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伦

理的共生互动的状况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文

明发展的品质与后劲遥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

德哲学形态袁我们要以自觉的伦理精神来考察这种

实体性状态袁在更加广阔和更加深邃的伦理空间中

进行野神圣的哲学思辨冶遥 当然袁道德哲学形态分析

也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迈向更加崇高的目标袁
并给予人民群众以高尚的伦理情感体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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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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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irectly poin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and mature symbol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the spiritual isomorphism at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economy and society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creating a world of
meaning from moral perspective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making Marxism popularization possible; becoming a 野useful冶
system in the changes of academic value, the value of the times and political value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aking 野life冶 as the goal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爷s life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moral philosophical form of Marxism popularization can make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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