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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对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客观需要成为了历史与现实
的迫切要求，应当对自然辩证法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本土化与当代化发展。通过对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跃迁二阶性

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力图从理论逻辑层面阐释自然辩证法中国化何以可能的现实问题，与从现实向度层面着力探

索自然辩证法中国化何以可为的未来展望，以期引起对于自然辩证法及其中国化的学理性反思与政策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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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的问世标志着自然

辩证法 （科学技术哲学）的创立。恩格斯通过

对辩证法在自然界应用的可行性与现实性的阐

述与分析，与以往盛行于学界的脱离实际的唯

心主义自然观划清界限，从而巩固了客观的自

在自然的可认识性与首要地位，并且为人类探

索、了解及应用自然界开辟了新的理论及逻辑

进路，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

的指导性。有学者指出，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理论基石，是抽象真

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已

经成为了嵌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格局中

的基本板块和重要传统。自不待言，在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自然辩证法中

国化已经获得了某种客观的进展，而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中国

科学哲学的研究主体，自然辩证法的相关研究

进一步形成中国风格、打下本土化烙印具有某

种必然性、合理性，对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

客观需要成为了历史与现实的迫切要求，需要

学界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笔

者在此讨论的，即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跃迁

二阶性问题，即从理论逻辑层面力图阐释自然

辩证法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与从现实向度

层面着力探索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何以可为，

以期引起对于自然辩证法及其中国化的学理性

反思与政策性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

及其跃迁何以可能

（一）党的领导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

政治保证

党的领导贯穿于包括中国自然科学事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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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过程的始

终。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的鼎力支持，因而，作为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在其现实

性上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

辩证地看，中国化的客观需要使得自然辩证法

具备一般科学理论所不具有的引导与政治调节

功能，从客观上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意识形

态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党领导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核心统领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自然辩证法

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要厘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
需从理论组成与从属关系两方面入手。一方面，

从理论组成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在其现实性上客观地助推了自然

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因而也为自然辩

证法中国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传播基础与发展

根基。另一方面，从从属关系上看，自然辩证

法及其相关理论内容缘起于马克思主义中包括

历史辩证法、唯物主义等方面内容的相关基本

原理，它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立场、观点是相

近、相通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

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力在中国不可谓不大、传播范围不可谓

不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不可谓不深，

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发展是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所直接推动的。

（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自然辩证

法中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

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阶

段性决定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与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因各

种原因陷入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滞的局面，极

大地阻碍了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事业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也概莫能外，

一度陷入发展停滞的境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

兴起，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数字技术

等前沿科技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也为自然辩证

法中国化开创了崭新的时代境域。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新

时代的到来正孕育着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

创新性活力正昭示着新时代的历史性飞跃。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重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与社会治理深度

融合，离不开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

而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获得的开创性成就，为其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四）我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为自然辩证

法中国化提供了人才支撑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迎来科技革命、产
业变革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历史浪潮，我国

也处在这一历史性交汇点上，而西方部分国家

出于各种原因则不断加大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打

压、遏制力度。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关键核

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自然

辩证法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当下，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的确立，已经由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形成了我国

较为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整体格局，为我国的

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

人力资源与技术支持，客观上也推动、促使了

自然辩证法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

二、理论逻辑的确证性：自然辩证法

的一阶跃迁

（一）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辩证吸收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自然辩证法并非缘起于中国，但其中的内

在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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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彼此呼应、相互观照的。例如，自然辩证

法所强调的自然界具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基本原

理与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 《天问》中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表述有其

内在关联；恩格斯指出的 “自然界不是存在着，

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的观点，与孔子在 《论

语·阳货》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的思想蕴含着共通之处。因此，自然辩证

法的中国化，是建立在其理论内容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存在内在勾连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正

因如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吸收了中华文化中

的精髓，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

向前发展。

（二）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扬弃借鉴了西方科

学技术哲学

　　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自然
科学研究观，须以丰富的基础科学理论作为前

提与基础。当下的科学理论与学科发展较多地

依赖西方科学理论与研究范式，呈现出一种

“西化”状态，与此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新

的科技革命孕育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新的变化，

信息化、科技化、多元化的崭新格局的开启促

使着我们探索着科学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探

索与发展。由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应运而生，

其通过扬弃地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哲学的有关理

论，努力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科学

研究视角、范式与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站位高度出发探索科学研究的新模式、新

方法。

（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对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的理论发展与体系构建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在自
然界的实际运用，是关于历史辩证法在自然科

学中的延伸，其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

技术哲学等多个学科。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

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与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范畴内的创新性发展，因此，在推动自然

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当将研究重心放到

自然哲学的相关问题研究上来，在学理性研究

放在首位。与此同时，需要在对于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深入理

解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化自然辩证

法研究，推动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体系的创新

性构建与本土化发展。

（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其中国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其整体

性、系统性上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自然辩

证法”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学科。当前，尽管当前人们已经注

意到了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先进发达国

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但尚未找到一条完全

独立自主的产学研 “三位一体”的探索道路。

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有助于我国自然科学事业向

着更加独立自主的方向迈进，进一步推动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化、系统化、本土化发展，尽快

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整体格

局的形成。

三、实践逻辑的决断性：自然辩证法

的二阶跃迁

（一）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自然科学领

域发展提供指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

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

究需要 “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

题”。恩格斯也指出，自然科学 “本身就是彻底

革命的”，因此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催生、孕育而

出的中国化自然辩证法在其现实性上指导中国

科技工作者从自然哲学、科技哲学与科学伦理

的角度审视各自的学科领域具有革命性。自然

辩证法中国化将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关

键作用，它有助于引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反思，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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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化对于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

展的认识与实践。

（二）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对外交流提供理论桥梁

　　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的现代化与时代化建
立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崭新高度的基础之上，

其吸纳、借鉴了当代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与系

统科学中的控制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内

容，在学科方向上也可被划分为科学哲学、技

术哲学、工程哲学等，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具有了鲜明

的时代特征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客观上

促进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与国际人文学

界接轨，还培养、造就了一批中国化自然辩证

法指导下的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团队，他们灵活

应用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相结合，丰富

了学科内容、拓展了学科边界、促进交叉学科

发展，促进开创实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外交

流的新局面。

（三）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

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直

接促使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过

程并非单向的，自然辩证法尤其是中国化自然

辩证法的发展进一步助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接续发展，并作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恩格斯

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因此，

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基本原理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相融合并协调推进的过程，因而具有鲜明的社

会历史性与现实指向性。

（四）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

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诚然，在当下，人类

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十分艰巨且前所未有的考

验，从生态环境危机到全球变暖加剧，从新冠

疫情肆虐到人道主义危机，从冷战思维再起到

单边主义盛行，从贸易保护主义到拒斥全球化

潮流，种种现象无不呼吁着人们以 “自然”眼

光探索实践活动的演进规律、反思当代新世界

主义建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具有中国智慧，是具有新

世界主义特征的中国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

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基本原理及其演变过程

密切相关，昭示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相互融合与相

互协调，尤其是在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

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伦理学问题与科学技术发

展的异化问题等层面，中国化自然辩证法在其

现实性上不仅可以提供理论层面的解读、分析

与阐释路径，还可以针对相关问题提供包括改

善生态环境、变革传统观念与维持人的主体性

存在在内的具有现实向度的解决方案，以此从

理论层面、现实层面与观念层面为促进人类文

明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力量。

结语

江河千里，必有其源。“一个民族想要站在

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自在

自然的实践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理由人类社会至自然存在的一种理论延伸。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之于中国的时代进境是光

明的，拒斥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发展，就无法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任务。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今年正值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要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

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之源和干事创业的力

量之基，巩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动中国社会

发展进步历史性变革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彰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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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中的现实彰显与时代表达，需要在当

代中国进一步推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在各类

社会思潮蔓延的当下，积极加强自然辩证法中

国化的广度与深度，在其现实性上进一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发展成为了促进我国

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

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也成为了将中国化、

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所谓 “普世价值”

相区分、相抽离并划清界限以维护意识形态独

立性的重要手段，更成为了中国推动构建体现

中国智慧、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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