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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构 中 国 自 主 知 识 体 系

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

孙 正 聿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摘 要：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主要

是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反思已有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赋予已有的学术体系以新的思

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以新的思想平台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及其新的话语体系。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

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

产，就是以理论思维面向这一伟大实践，在深切反思已有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的基础上，不断提炼

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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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既不是脱离现实的编词和造句，也不是对已有知识的修补和重组，而是

以理论思维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在探索和

回答新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

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富有学理性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以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为实质内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一、用理论思维照亮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

知识是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以具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

涵的各种概念体系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和支撑点。“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并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因此，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

总是实现于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是传承意义上的“量的扩张”，二是创新意义上的“质的飞跃”。人

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和形态变革，既奠基于物质生产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又依赖于知识生产的量的扩

张和质的飞跃。只有不断地推进知识生产，即不断地推进知识的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才能为人类文明

的进步发展和形态变革，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知识生产，其“生产过程”主要实现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

不仅传承已有知识，而且反思已有知识，发现已有知识的局限性，从而提出新的问题；二是不仅提出新的

问题，而且洞察问题的根源，揭示问题的实质，形成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

赋予已有知识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进而构建以“术语的革命”①为“活的灵魂”的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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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体系。
知识生产直接面对的是“已有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已有知识所显露出来的两大类困难：一是已有

知识与新的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二是由外部困难所引发的已有知识的内在矛盾

所构成的“内部困难”。前者以新的实践经验向已有知识提出挑战，引发对已有知识的反思和质疑；后

者则是以对已有知识的反思和质疑为前提，以总结和升华新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局

限性，修正和变革已有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创建新的知识体系。因此，知识生产的“生产”，就是发现、提
出和解决这两大类困难的生产过程。这意味着：（1）知识生产的首要问题，是发现和揭示实践经验与已

有知识的“外部困难”问题；（2）知识生产的实质内容，是提出和解决已有知识的“内部困难”问题；（3）

知识生产的积极成果，则是赋予已有知识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并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这表明，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发现、提出、探索、解决这两大类困难的问题。推进知识生产

的量的扩张，特别是实现知识生产的质的飞跃，取决于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如何”问题。
对于这个具有根本性的“如何”问题，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

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
理论思维的“理论”，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理论思维是以“理论”为内容而构成的把

握现实的概念框架，是以“理论”方式构建的知识生产的思想操作平台。以理论思维构建的思想操作平

台，是发现、提出、探索和解决知识生产的两大类困难的“普照光”，是知识生产、特别是学术研究的知识

生产的“活的灵魂”。因此，只有不断地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

研究。
作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主要体现为五种能力：（1）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2）总

结、凝炼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3）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4）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

的理论思辨力；（5）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

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才能坚持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在学术研究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

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以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实现知识生产的“质的飞跃”②。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首要任务是提出问题，解决“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问题。捕捉、发现和提

出问题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直接决定学术选题的难度和深度、意义与价值。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

“问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现实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二是学术史遗留的理论问题；三是学界正

在讨论的理论问题；四是学者独立提出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这四类问题总是相互纠

缠、相辅相成的。理论思维的洞察力，不仅在于从现实问题中发现和提出新的实践经验与已有理论之间

的矛盾问题，而且在于从实践经验与已有知识的矛盾中发现和提出自身内在的矛盾问题，特别是独具慧

眼地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中发现和提出引发理论自身变

革的问题。在理论研究的学术探索中，“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只有提升理论思维的

洞察力，才能不断地捕捉、发现和提出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从而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提供有价值的研

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最为重要的是在问题导向的探索过程中，总结、凝炼和升华出具有学理性的

学术命题。理论思维的概括力，就是把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凝炼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命题，高度概括地

提炼和升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提供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7 页。
关于“理论思维能力”的论述，参见孙正聿：《理论思维：学术研究的“普照光”》，《学术月刊》2022 年第 3 期，

第 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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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化的命题系统。从总体上说，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命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

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

命题，此类命题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理论升华；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

是概念发展的学术体系的理论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此类命题是创新性、开
放性的学术研究的新的阶梯和新的支撑点。总结、凝炼和升华这四大类学术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研

究的理论思维的概括力。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是学者以理论思维总结、积淀和升华人类文明的研究过程。这个研究过程是

不断地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进而不断地形成新的学术成果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创造的过程。学术创新和

学术创造，不仅必须奠基于坚实的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而且必须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想象

力。理论思维的想象力，集中地体现为学术研究中的“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

中，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为：让知识“退入背景”，让知识“进入问题”，让知识“创造重组”，让知识“浴火重

生”，从而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理论思维的想象

力，就在于不仅合乎逻辑地思想，而且批判地反思已有的思想，不断地实现思想在逻辑层次上的跃迁和

升华，赋予思想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为学术研究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问题和理论

成果，从而为人类认识的拓展和深化不断地提供新的阶梯和支撑点。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其标志性成果集中地体现为构建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由一系

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真正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不是命题的简单

罗列所形成的“浑沌的整体性”，而是实现黑格尔所指认的“全体的自由性”（基本理念）与“环节的必然

性”（概念系统）的统一，形成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示范的“完整的艺术品”，这就必须不断提升理论思

维的思辨力。思辨力，就是“辨析思想”或“思想辨析”的能力。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集中

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理论思维揭示概念、范畴、命题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思辨力；

二是以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建概念相互规定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的思辨力；三是以理论思维对学

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的思辨力；四是以理论思维构

建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概念深化发展的命题系统的思辨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维的思辨力，

就是既把“全体的自由性”（基本理念）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概念系统），又以“环节的必然性”展示“全

体的自由性”，从而用“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构成作为“完整的艺术品”的

学术体系。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作为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结晶，即构建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

和解释原则，是统摄和照亮整个体系的“普照光”，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这个作为普

照光的“全体的自由性”，只有诉诸“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成为由一系列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

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才能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理论思维的思

辨力，以坚实的理论分析和论证的逻辑展开过程，贯穿于把“全体的自由性”诉诸“环节的必然性”的全

部过程。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所生产的最富有思想力、生命力的学术体系，就是通常所说的学术经典。学术

经典是具有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意义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经典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引领学科发

展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具有跨越学科界限的思想史意义，并且具有超越学术范畴的文明史意义。照亮人

类文明的“思想力”，是学术经典的“活的灵魂”。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都

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经久不衰、
彪炳史册的学术经典，首先就在于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赋予时代性的重

大理论问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不仅构建了“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而且塑造和

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学术经典的思想力，集中地体现在它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术语的革命”不

仅依赖于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而且彰显了理论思维的方法的革命。方法的革命不仅是学术经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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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力的普照光，而且是学术经典思想力的“活的灵魂”。
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离不开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贯穿

于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的全过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理论界、学术界，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相互激荡中，不仅变革了两极对立的思维

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而且深刻地变革了以直观反映论、线性因果论、本质

还原论为主要标志的理论思维，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奠定了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理论思维的新的

起点。以理论思维的新的起点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就能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

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二、用理论思维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知识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无不

源于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无不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学
术问题。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不仅必须面向现实、深入实践，发现和提出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

题，而且必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实践问题、现实问题中所蕴含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学术研究

的知识生产，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

新实践，用理论引领实践，让现实“趋向思想”②。
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二者是不可

分割、相辅相成的，又是相对独立、相互区别的：一方面，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奠基于概括出有规律

性的新实践，在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又依赖于提炼出有学理

性的新理论，在理论创新中推进实践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用中国道理总结

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③。
在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中，理论与历史和现实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因此，这种知识生产是极为复杂、

极为艰难的。从历史说，大而化之地表述“规律”或“必然”是容易的，真实地揭示历史的复杂动因并真

正地发现历史规律是困难的；从现实说，有选择地统计或例证是容易的，对现实“权衡利弊”并“自主于

行止进退之间”是困难的；从理论说，自以为是地编词和造句是容易的，真正地揭示理论的内部困难并

赋予理论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是困难的。这就必须以理论思维的普照光照亮我们的

作为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
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无论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还是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都离不开理论思维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总结好中国经验的“中国道理”，从根

本上说，就是实现“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由提升中

国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

克思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理论思维“把

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以“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质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
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直接地体现为主客体关系的“观察渗透理论”。作为知识的概念系统是人类

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它是人们把握、观察、理解和解释现实的主体条件，也是规范人们如何思想和行为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 页。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

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 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第 11 页。



第 6 期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9

的主体条件。对现实的观察，不只是取决于被观察的客体，而且取决于观察的主体，取决于主体的思维

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

性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需要以多维的视野、多重

的向度、多种的理论模型、多样的研究方法去把握、观察、理解和解释现实，但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是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中国道理”，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

晶，其深刻内涵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演进发展中形成的灿烂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和七

十多年执政治国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用“中国道理”总

结“中国经验”，就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主”“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就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

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与构建体系相统一的理论创造，用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道理”观察和解释中

国式现代化，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并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

“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掌握“中国道理”，是总结好“中国

经验”的理论前提。
用理论思维“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其首要任务是洞察已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进

而揭示已有理论的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向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发展

理论）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既显示了已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也显露了已有理论的知

识体系的内部困难：（1）现代化是抽象的普遍性还是具体的普遍性？现代化是否只有西方的一种模式？

（2）如何看待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活动？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中国如何选择自

己的现代化道路？（3）如何看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与价值性选择？能否离开价值性选择而孤立地看

待现代化的技术性表征？（4）如何看待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怎样从不同的文明形

态看待现代化的不同模式？（5）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只能是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6）中国为什么能够

创造中国式现代化？（7）中国如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8）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9）如何看待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人类文明的形态变革？（10）怎样以有学理性的新理论赋予现代

化和人类文明形态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11）怎样以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理

论”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理论思维发现和提出这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才能在提升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用理论思维揭示和解决已有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外部困难，并进而揭示和解决由外部困难所显露的

已有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其主要工作包含三个方面：（1）系统梳理和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的基本理念、
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及其概念、命题系统；（2）着力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系统的思想内涵、时代内

涵、文明内涵，阐述其理论的相对性、局限性、否定性；（3）着力揭示造成已有知识的历史局限性的立场、
观点、方法，在理论思维的高度解决已有知识体系的内部困难，实现研究范式的时代性转换。

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都是由其基本理念、解释原则、概念框架所构成的概念、命题系统。由于

基本理念、解释原则、概念框架不同，一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又表现为多样性的知识体系。用理论思

维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直接地是反思每门学科的多样化概念、命题系统，梳理出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概念、
命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首先需要梳理出各门学科及其多样性的知识体系对诸如“历史”“世界

历史”“文明”“文明形态”“现代化”“现代性”“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发展理念”“资

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全人类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等概念的界定、理解和阐释。同时，针对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梳理和反思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

系统，诸如政治学对“政治”、法学对“法”、社会学对“社会”、经济学对“经济”的系统反思，并在学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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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思想平台上深化对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的反思。
对各门学科的概念、命题系统的反思，其实质内容是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

内涵；（1）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就是阐述它是以怎样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构

成自己的概念框架，它是以怎样的概念框架形成概念的自我规定和概念之间的相互规定，它是以怎样的

“定义”来“界说”概念的思想内涵；（2）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的时代内涵，就是阐述它在什么

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它以什么样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升华出概念、命题的思想内

涵，它的概念、命题的思想内涵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3）揭示已有知识体系的概念、命
题的文明内涵，就是阐述它以何种方式总结、积淀、升华了人类文明，它怎样体现了“问题的人类性”和

“思想的普遍性”，它为文明进步和认识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阶梯和支撑点。以理论思维反思已有知识

体系，揭示其概念系统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是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以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反思已有知识体系、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在反思已有知识体系并揭示其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其概念、命题系统以

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知识生产过程，就是“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

性的新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用理论思维总结和升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过程，是用新的实

践经验反思已有知识体系的过程，也是把新的实践经验提炼和升华为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

的实质内容，就是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1）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

新的“思想内涵”，以新的解释原则构建新的概念框架，进而在新的概念框架所构成的新的思想操作平

台上，赋予概念、命题以新的思想规定性；（2）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以“时代精神主题

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的工作方式，把时代精神融入新知识体系的概

念规定之中；（3）赋予新的知识体系以新的“文明内涵”，就是从文明的观点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视野和胸怀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充分显示“中国理

论”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并使之成为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知识生产过程，是用理论思维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生产思想的过程，是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的过程：一方面，思想在理论思维的

引领下，不断地超越概念的片面规定，使概念获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的规定性，不断地形成“许多

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另一方面，思想又在理论思维的引领下，不断地反思、批
判、超越已有的“理性具体”，在新的思想平台上重新建构“理性具体”。思想的双重否定和双重超越的

过程，深刻地体现了人类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建构性与反思性、规定性与批判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的辩证

统一。“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知识生产过程，就是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

维，不断地“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的过程。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根本标识和实质内容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其首要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并且明确指出要学习和

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

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①。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精辟概括，不仅指明了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而且深切地“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统一起来”②，为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哪些最为重要的“中国理论”，指出了明确方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24 页。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7 页。



第 6 期 孙正聿：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11

向和实质内容。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深厚基础和独特优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

国理论”，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决不能丢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用理论思

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必须不断地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①。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豪迈精神，“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成人之道，“礼序乾坤、乐和天

地”的政治智慧，“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和合智慧，以及中华民族的理性思辨所形成的求索“天人之

际”的人与自然之辨、探索“人己关系”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理欲关系”的人与自我之辨、追求“修齐

治平”的家国天下之辨，构成了规范和引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和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是我们“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这为我们用理论思维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的协调发展，用理论思维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用理论思维把握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宝贵的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这就要求我们，用“两个

结合”变革我们的理论思维，在理论思维的新起点上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切实地“用中国道

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Ｈｏｗ ｔｏ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130012，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ｄ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ｐｏｃｈ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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