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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户晓坤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24年 6月 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第十届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通报》（粤府函〔2024〕72号），公布了第

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中心成员户晓坤教授获得三等奖，

获奖成果为专著《可替代性道路的抉择——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版）。

王兴赛译著《黑格尔主义与人格》出版

2024年 4月，中心成员王兴赛副教授的译著《黑格尔主义与人格》在商务

印书馆出版，列入“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该书作者安德鲁·塞斯（Andrew Seth，

1856—1931）是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英国观念论运动（1870—1930年）第二

代重要代表，英国人格主义开创者。

徐长福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讲座

2024年 6月 21日上午，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应邀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做讲座，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全球现代化的基本矛盾”。该讲座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交叉学科论坛”第九十五讲，由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主办。讲座地点为西安交通大

学兴庆校区主 E-505会议室。

马天俊在深圳大学做讲座

2024年 5月 17日下午，中心成员马天俊教授应邀在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做讲座，主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主义社会”。该讲座由深圳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广东省高校思政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地点为深圳大学粤海校区

汇文楼 1600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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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甲斌为全民基本收入工作坊授课

2024年 5月 24日上午，中心成员叶甲斌博士后应邀在线上为全民基本收入

工作坊（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rkshop）授课，主题为“基本收入在中国”（Basic

Income in China）。该工作坊由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在线上举办，5月 10日开始，每周五举行，共计 5天。工作坊以全英文方式举

行，包括基本收入全球网络现任主席、印度社会学家萨拉斯·达瓦拉（Sarath Davala）

在内的全球多地专家参与授课。

王兴赛为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做线上讲座

2024年 6月 14日下午，中心成员王兴赛副教授应邀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部必修课程《马克思早期经典著作》的学生做线上讲座，主题为“《共产

党宣言》导读”，讲座线下地点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229教室。

马天俊、户晓坤、张守奎、刘宇、凌菲霞等参加“中国式现

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

2024年 5月 17日至 19日，中心成员马天俊教授、户晓坤教授、张守奎教

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宇教授（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和凌菲霞副研

究员参加了“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本次研

讨会在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汇文楼 6楼 2623室举行，由深圳大学社会科学

部、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省高校思政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

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课题组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张守奎主持了开幕式并作了题为“从文

明的规范性意涵看人的现代化”的报告，马天俊作了题为“读马克思论德国现代

化”的报告，户晓坤作了题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报告，刘宇作了题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实践哲学诠释”的报告，凌菲霞

作了题为“滕尼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新解及其局限”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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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赛参加“康德法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2024年 5月 17日至 18日，中心成员王兴赛副教授参加了“康德法哲学与

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和商务

印书馆南京分馆联合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法理》杂志编辑部和中山大学哲学系

伦理学科协办。王兴赛主要参与了其中的商务印书馆“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启

动会暨《康德的批判哲学》（爱德华·凯尔德著）译稿审读会。

徐长福、马天俊、刘宇、王兴赛、李婷婷等参加“第五届全

国实践哲学论坛暨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

2024年 6月 1日至 2日，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及中心成员马天俊教授、刘

宇教授（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王兴赛副教授和李婷婷助理教授参加了“第五届

全国实践哲学论坛暨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本次大会在

天津市西青区锦龙国际酒店举行，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中

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合作举办，由《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承办。徐长福作了题

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三个世界思想的理论化整理”的主旨报告，马天俊作了题为

“实践哲学视域下解读《资本论》第 1版序言：兼谈自由的科学研究”的主旨报

告，刘宇参与了平行论坛“实践哲学的基础理论”，报告题目为“实践哲学的古

今之变：从内在主义到外在主义”，王兴赛、李婷婷参与了平行论坛“实践哲学

与政治哲学”，报告题目分别为“自我、个体和人格：《黑格尔主义与人格》述

评”、“合理性论证和情境解释——阿伦特判断理论的韦尔默式推进”。

2024年 6月 1日上午，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

届组织机构经选举产生，中心成员刘宇教授和王兴赛副教授当选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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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奎、凌菲霞参加荔园“国内知名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沙

龙”

2024年 4月 26日上午，中心成员张守奎教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凌菲霞副研究员参加了荔园“国内知名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沙龙”第二期。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王代月主讲，题目为“‘施蒂纳冲击’：唯物史观

从抽象深入特定现实的理论契机”，张守奎、凌菲霞分别担任本次沙龙的主持人、

与谈人。本次沙龙在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汇文楼 1600会议室举办，由深圳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

张守奎、王兴赛、凌菲霞、叶甲斌、刘畅等参加“马克思主

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系列讲座第四季前三讲

2024年 4月至 6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

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系列讲座第

四季，分别邀请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菲利普·布鲁诺齐（Philippe

Brunozzi）和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三位国际资深学者主讲 3场讲

座。中心多位成员以不同方式参与了系列讲座。

2024年 4月 23日，系列讲座第一讲由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政治科学系政治

理论教授迈克尔·汤普森主讲，题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解读”。中心成

员王兴赛担任主持人，张守奎（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评论人，凌菲霞

担任学术翻译。

2024年 5月 27日，系列讲座第二讲由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副教授菲利普·布鲁

诺齐主讲，题为“联合行动与明智方法”。中心成员凌菲霞担任主持人，叶甲斌

担任评论人，刘畅担任学术翻译。

2024年 6月 13日，系列讲座第三讲由巴黎新索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长

聘副教授阿尔贝托·罗梅莱主讲，题为“技术唯物主义与技术想象”。中心成员

凌菲霞担任主持人，深圳技术大学助理教授邓盼担任评论人，刘畅担任学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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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亚伟师傅水手经历分享茶话会

2024年 6月 19日下午，受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邀请，史亚伟师傅向实践哲

学方向毕业的研究生们分享了他的 9年水手经历。史亚伟在 1994年至 2003年间

担任水手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励志性强，也极大提高了大家保护海洋生物和生

态环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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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实践哲学讲堂第 40 期综述

2024年 5月 20日下午，实践哲学讲堂第 40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420

课室举行。本次讲堂由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美堂主讲，题为“‘存

在’存在吗？——当代科学对存在论的挑战”，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主持人，

中心成员王兴赛副教授担任评论人。本期讲堂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现代化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

在讲座开始前，徐长福向现场师生介绍了本期讲堂的主讲人，交代了讲座的

相关流程。

（孙美堂教授报告）

孙美堂在报告之初以“‘存在’存在吗？”的发问引入，将“存在”定位为

人的主观能力（哲学抽象）对客观实在把握和加工的结果。在确定了存在的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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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性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引导我们思考在存在问题上哲学与科学的密切联系。

随着 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问世，科学进入了“复杂性科学史”时代，对传统哲

学观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代哲学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也需要回应和结合当代科学的

发展。

接着，孙美堂简要回顾了以往哲学和科学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古希腊哲学聚

焦本体论，从具体实在之物中抽象出“存在”概念。近代哲学的存在探讨发生认

识论转向，康德的“自在之物”为这一转向提供最大贡献。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显明了存在是语言呈现的存在。哲学史上存在的求索恰恰顺应了高尔吉亚佯谬的

观点：“无物存在；如果有物存在也是不可认识的；即使认识也是不可言说的”。

高尔吉亚的怀疑似乎仍未被超越。同样，以原子、质量、广延为代表的经典物理

学在复杂性科学出现后，关于世界实在性的信念似乎也随即坍塌了。

具体言之，孙美堂从四个维度指出了当代量子力学对存在问题的挑战。第一，

量子没有确定的“态”即不能说存在或不存在，不能按照传统的哲学范式描述存

在。第二，超弦论将事物解释为“弦”的交集结果，宇宙、存在的本质也许只是

潜在要素复杂动态交集而呈现的表象。第三，不存在孤立、抽象和自足的微观粒

子，微观粒子要经观察转换才呈现其“态”，观测效应是微观世界的本性。第四，

对宇宙的描述越来越成为“假说”，而非观察、实验和推理的结果。

孙美堂接着从皮亚杰的调试理论引入，强调当代科学引发的存在论危机要求

一种开放的存在观，要求调适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和交往方式。这种存在观认为，

“存在”并非某种现成之物，逻辑世界的每一要素、“态”，都孕育着无数可能

的“态”，以无限多样的趋势向未来开放。万物之“是”要在诸多因素、条件和

中介中，在“关系”和“场”中显现、出场。所谓“平行宇宙”，因条件、场域、

方式的不同，逻辑世界呈现为现实世界时，理论上具有多种的可能性。而这种存

在观揭示的“逻辑世界”才是最有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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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徐长福在发言中指出，孙教授的报告富有启发性，对高

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与哲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立场与传统教科书的物质观区别等

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徐长福最后以复杂性科学与简单性科学的对比框架，提

出马克思的理论与简单性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王兴赛在评论中指出，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是融为一体的，存在是哲学和

科学所面对的首要问题。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分

科化使得哲学越来越难对科学进行具体指导。孙教授试图从哲学角度理解当代宇

宙观，尤其关注当代科学对存在论的挑战，这种努力有助于我们回到哲学本身，

并从整体上思考当代科学的价值。王兴赛提出，人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之间

的关系是哲学和科学上的经典问题，当代科学的发展对这一问题以及对于思考人

类文明的价值等有何启发？王兴赛最后向孙教授请教实在论（realism）的复杂含

义。

孙美堂回应了上述发言。针对徐长福所提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关注

简单性科学，他同达尔文一样认为经济学也要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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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兴赛的问题，孙美堂指出，人的存在、认识尺度相对于宇宙完全是无法比

的，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事先得出普遍的东西再来指导具体的。康德讲的演绎

思维方式是很有限的，人不得已从自己出发往外推。人只能一步步成长，必须要

时时刻刻调整，调整思维、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即使人是有限的，也应

当清楚自己地位，并在此之上树立起主体自觉性与开放的心态。

在开放讨论环节，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谭群玉教授等与会师生与主讲人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在讲座的最后，主持人徐长福作了总结发言，再次感谢孙美堂教授的精彩讲

演和现场师生的参与，并向孙美堂赠送纪念海报。部分与会老师合影留念。本期

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部分与会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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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郝亿春、崔鸿宇：《价值伦理学的开启——布伦塔诺伦理学

的思想坐标及要旨》

中心成员郝亿春教授与中山大学哲学系崔鸿宇博士生在《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4年第 3期发表文章《价值伦理学的开启——布伦塔诺伦理学的思

想坐标及要旨》。文章指出，布伦塔诺在批判性吸收三类代表性伦理学的基础上

完成了与价值哲学的交汇，开启了一类独特的伦理学类型，即价值伦理学。价值

伦理学的要旨是以内在价值及价值律为“善好”及正当行为确立根据。美、真、

善作为三类基本的内在价值既是正当情感所呈现，也是正当追求所指向的正当目

的。在选择活动中，正当情感表现为正当“偏爱”，相应地，正当目的体现为“更

好”。明证性的价值律不仅能确立“更好”从而规导“偏爱”和实践行为，而且

能够最终通达“实践至善”原则，即，“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推进善好”。实践至

善原则就是价值伦理学的最高原则和绝对律令。布伦塔诺开启的价值伦理学为之

后更具完备形态的价值伦理学乃至现象学伦理学提供了思想内容和方法上的准

备。

安德鲁·塞斯著，王兴赛译《黑格尔主义与人格》

《黑格尔主义与人格》是安德鲁·塞斯于 1886年冬季在爱丁堡大学所做的第

二系列鲍尔弗哲学讲座（Balfour Philosophical Lectures）的内容，第 1版出版于

1887年，第 2版出版于 1893年。除了结语外，该书包括 6讲，其中前两讲分别

以康德（和新康德主义）与费希特为主题，其余几讲都以黑格尔为主题。该书的

问题意识来自英国观念论内部传统和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格林等新黑格尔

主义者的一次交锋。该书是英国观念论史上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作品。塞斯

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黑格尔始终都在讨论自我意识、精神等概

念，而没有领会到这些东西只是一些抽象物，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塞斯进而主

张，我们指示为实在之根据的东西只能是人格性的。这一立场与以格林、布拉德

利和鲍桑葵为代表的英国绝对观念论大相径庭。该书因此开启了英国观念论中的

人格主义分支，极大地丰富了英国观念论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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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婷：《阿伦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

中心成员李婷婷助理教授在《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 2期发表文章《阿伦

特论政治判断力：自主性和多元性的融合》。文章指出，判断力问题是一个令人

困惑的问题。20世纪的生存经验和艾希曼审判直接激发了阿伦特理论化该问题

的兴趣和责任，公共领域衰败之下凸显的人类判断力危机和艾希曼个人的判断力

无能，使阿伦特认识到了个人判断力及其运作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此，她从康

德的审美判断中汲取理论资源，将判断力阐发为一种个体兼顾自主性和多元性的

能力，判断主体一方面要从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中解放出来，面向特殊的具体感性

事实，自主地做判断；另一方面要在共同体中扩展心智，站在多样他人的立场上，

想象他人可能具有的意见，实现一种代表性的综合。这种自主性和多元性融合的

判断力通过兼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范例”，成为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

对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健康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户晓坤：《信息资本化与数字化资本形态的物化逻辑》

中心成员户晓坤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 2月 27日第四版发表文

章《信息资本化与数字化资本形态的物化逻辑》。文章指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

在全球范围内的纵深发展与结构转型，社会变革与技术迭代的相互促进使资本主

义呈现出了诸多面相以及多样的资本形态。在 20世纪后半期基于计算机、互联

网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新帝国主义”“加速资本主

义”等成为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标识性概念。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

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推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数字化对于

生产方式的深度渗透似乎进一步分化出了媒介资本、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自我

活动的独立资本形态，从而使信息技术生产性运用的数字化维度越来越脱离物质

生产领域，成为资本在实际运动中分割剩余价值的支配性力量。澄清资本的信息

建构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数字化逻辑及其在批判立场上的根本差异，是揭示媒

介技术与资本合谋并制造脱离社会劳动之物化假象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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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银：《网络新闻信息平台的合理核实义务研究——从证

明真实到证明尽到义务》

中心成员卢家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 2期发表文章《网络新闻信息平台的合理核实义务研究——从证明真

实到证明尽到义务》。文章指出，合理核实义务是新闻信息平台承担的一项基本

注意义务。在现有过错规定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实定法层面

创制了合理核实义务的制度，将以往的业务规范、行政要求和司法意见上升为法

定义务，在基础法框架内为新闻信息平台的义务履行建立了清晰的规则。对合理

核实义务认定标准，民法典的“六要素说”已成为明确的法定标准和适用依据，

而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是适用法律的非必要参考。虽然各类新闻平台承担的核实义

务存有差异，但共同的趋向是许多法院已经从要求证明内容真实转向证明尽到合

理核实义务。

卢家银、邹琴：《多元共治下的以网管网：中国特色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实践模式》

中心成员卢家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邹

琴博士生在《少年儿童研究》2024年第 2期发表文章《多元共治下的以网管网：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实践模式》。文章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的制定既是我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举措，又是未成年人保护实践持

续探索的成果。该条例从现行网络治理的基本制度出发，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全面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上，该条例构建党委

领导下的社会多元共治机制，将国家网信部门明确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统筹协

调部门；在治理方式上，条例强化网络平台数字守门人制度，要求平台在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上承担主体责任；在内容规范上，条例既载有倡导性条款，又包含禁

止性事项，持续推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条例完善了未

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单独同意的明示授权制度，展现出保护主义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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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银平、王丽：《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

鲜明特征与历史突破》

中心成员夏银平教授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丽博士生在《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 3期发表文章《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生

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历史突破》。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理念为继

承，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和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和必然选择。我国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又统筹国内发展

和对外开放，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现世界共同繁荣，显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和

平发展道路具有自主发展、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和平

发展道路摒弃了具有扩张性和掠夺性的殖民老路，又否定了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的依附弯路，是一条正确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代化新路。

王秀敏、刘晓雷：《阿格妮丝·赫勒超越道德虚无主义的尝试》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秀敏与中心成员刘晓雷讲师（暨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在《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 1期发表文章《阿格妮丝·赫勒超越道

德虚无主义的尝试》。文章指出，作为当今众多试图超越道德虚无主义的思想家

之一的阿格妮丝·赫勒，从追问“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的视角进行了超

越道德虚无主义的尝试。在其道德理论中，好人直面并坦然接受现代人双重偶然

性存在以及种种悖论，将其生存危机化为转机；好人依据普遍性范畴进行存在的

选择，形成统一的道德自我；好人在周围散落的道德规范、规则和价值中，共同

确立现代人可以遵循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规则等，重新拾起传统的诸多美德。正

是基于这一系列行动，好人才存在着。赫勒对此问题的追问与对其答案的探寻，

为双重偶然性存在的现代人超越现代道德虚无主义困境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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