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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１ 郑忆石 走出工具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ｔｕｄｙ
ＺＨＥＮＧＹｉｓｈｉ

在充分肯定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须警惕弥漫其

中的工具化倾向：一是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

二是以理论的有用性取代或否认学理致思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

以会产生这种工具化倾向，是历史、现实、文化传统、主体认知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要克服这种工具化倾向，需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哲学本性的学理性与实

用性的关系、哲学功能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的关系，以及研究主体的自在与自

为的关系。

９ 程耀明 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精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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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袁立国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反思及其时代价值

———基于《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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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
２３ 阿兰·巴迪欧，

马塞尔·高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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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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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发生在法国当代左翼内部的对话，对话双方为阿兰·巴迪欧和马塞尔·

高歇，对话的主题是一些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高歇坚持改良主义的

立场，将左翼或者马克思主义建立更为公正的社会理想诉诸民主制。巴迪欧认为

高歇不仅曲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而且沿用马克思的说法批评高歇为“议会迷”。

巴迪欧认为只有革命的共产主义，才是走出资本主义泥淖的唯一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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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决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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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英格·埃

尔贝，

李乾坤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当代书写

———英格·埃尔贝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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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文化传播
５１ 张福平 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动态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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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这一全新高维媒介的出现与发展，在深层意义上改变着编辑出版格局：

（１）进入数字时代的媒体对社交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社交性上升到突出位置，
点击率成为选稿考量的指标，可分享性成为内容制作的要素构成，社群运营、让用

户生成链接成为媒体建设的重要一环；（２）出版流程趋于复合化，实时情景式发
表冲击传统出版流程；（３）媒体资源的开放获取进一步扩展，精品内容付费获取
同时火爆；（４）媒介的传统边界趋于消解，媒体资源共建共享、跨时空协作将成为
趋势。编辑出版从业者只有审时度势、相机调适，才能以其强大的内容生产和传

播活力把握社会话语权、引领互联网生态发展。

６０ 向飒 新媒体时代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下的盈利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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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
６５ 裴萱 从大众文化到生活美学

———１９８０年代审美感性与主体重建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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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审美文化肯定了主体感性经验的合法性存在，形成了从审美经验到生活美学

再到主体重建的逻辑框架。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和文学艺术世俗化的进程带来

了生活美学的勃兴，并与知识分子的“美学热”构成了遥相呼应的同构关系，二者

共同构成感性启蒙的美学价值景观。



７７ 王津 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

———杜十娘悲剧的社会心理学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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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８５ 张文清，

袁同成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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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和基层社区
的双重认可，而是出现了“向上感恩、对下抱怨”的福利态度悖论。其原因是：作

为老年福利筹资者，中央政府福利责任的扩大使农村老人直接受益，提高了他们

的满意度；而作为福利递送者，农村社区由于财力不强、投入不够、服务质量不高，

难免使农村老人产生抱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切实提高基

层福利递送质量，以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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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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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９７ 杨子江，

柏昌利

中日近代学制比较

———以中国《癸卯学制》和日本《学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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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是一个国家教育体制的核心，是各国教育思想的直接体现。中日两国近代学

制在推行和发展中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日本的教育改革和学制制定有更明确

的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富国强兵、普及义务教育；相较之下，中国的教育体制

改革则略显被动。从中国的《癸卯学制》与日本《学制》两部著述来看，中国学制

的指导思想虽较为笼统，但也改变了单一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办学模式，加速了科

举制度的废除，奠定了现代学制公平性的基础；日本学制的指导思想带有强烈的

反封建性，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中日两国近代学制对两国近代

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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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责任感理论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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