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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
１ 刘芳铭 论物化劳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

———基于对三大旧历史观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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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离不开对人类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考量。基于对三大旧历史观的

反思与批判，发现物化劳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物化劳动是三大维度的有机

统一：在状态方面，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有机统一；在属性方面，是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的有机统一；在批判视域方面，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四大层面的有机统一。对

物化劳动的思考，只有立足于这三个“有机统一”，才能摆脱对物化劳动单向度、简单化

的理解，使物化劳动呈现出立体式、多角度、全方位的新面貌。

１０ 平成涛 自由的哲学追问：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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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通过社会原则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抽象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刻批判，主张通过现代

国家这一伦理实体超越市民社会来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吸纳黑格尔有关自由的哲

学追问基础上，将“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自由这一概念的哲学本质，这不仅意味着对人

与人之间之社会原则的确认，同时还包括对人与自然之间之对象性关系的重新发现。

这种自由自觉活动的真正实现，要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马克思将黑格尔关于

自由的思辨规定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对黑格尔视之为合理性的市民

社会进行了历史解剖。正是在这种哲学原则和价值立场的根本转向中，马克思在自由

问题上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根本超越。

１８ 辛菲 马克思早期社会主义概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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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以觉解程度为标准，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

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中的人拥有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人生意义。冯友兰的人

生境界论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过于关注和强调个体的精神感受，仅仅依靠觉解程度

来区分境界的高低，脱离社会存在空谈精神境界，忽视了社会存在的作用。然而，冯友

兰的人生境界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用西方实在主义哲学，特别是逻辑

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完成了理学的现代化转型，进而为人生境界论提供了本体论

证明；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人文思想，充满了对社会人文和道德的关切，将其与社会实际

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人们追求积极的、有价值的人生。

４３ 徐菲　 论海外瑶族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以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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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溢出视角下的中原五省人口流动对经济收敛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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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中原五省的面板数据，从空间溢出视角研究人口流动对中原五省经
济收敛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原五省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山西、河南和安徽三省经济

收敛速度较快，而山东和河北两省经济收敛速度较慢；中原五省经济增长空间显著性相

关；人口流动和城乡居民储蓄率对中原五省的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率

和常住人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中原五省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消费和投

资，同时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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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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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区厘定到自主创新：走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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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实践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理论转向与实践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

的理论恢复与完善，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取

得了显著进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在实践中，依然存有对协商民主与人民民

主之关系的认识误区、对协商民主技术的认识误区、对中西方协商民主对话的认识误

区。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与人民民主关系规范化创新、中国特色协

商民主主体精细化创新、中西方协商民主对话方式自主化创新来消解协商民主认识上

的误区，以实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结构调整的渐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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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郭洁 河南博物院馆藏青铜器的英译名称分析及其优化策略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ｏｎｚｅ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Ｍｕｓｅｕｍａｎｄｉｔ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ＵＯＪｉｅ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１－１３１２／Ｃ２０００ｂ１６１１２ｚｈＰ￥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２０２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