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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理论”一词含义特别复杂，包袱重重。首先是因为它几乎必定会涉及到意识形

态，不会是简单的学术理论。用“理论”为主题在知网搜索，会得出 4.67 百万条文献

（2023 年 10 月 16 日）。而且，即便是意义相对狭窄的“学术理论”题（12，432 条文献），

或“社会科学理论”（5047 条），目前也已经被构建为一种专业，唯有专家们才能转释明

白的学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理论都如此，严重脱离真实的世界。

目前的情况是，青年学生学者大多会将“理论”认作一个比较繁杂、较难读懂或太过高深

的专门知识，多会敬而远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较少数的青年学者会认识到，好的学术理论的核心其实都是比

较清晰和容易学习、掌握的概括，比一般繁琐的经验实际要清晰、简单，绝对不是像目前

一般人所想象那么复杂、难懂。而且，实际上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理论乃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资源。学术研究应该连接经验实际与理论概括，那样才有可能真正超越单一维的要

么仅是简单的经验研究，要么仅是抽象的理论空谈，那样的二元分别对立。 

笔者根据这五十年来学习、使用、教学生们掌控学术理论的经验，认为其实它的核心

是相对明显和比较容易掌握的。笔者倡议的第一步是，同时学习以下四大现有基本社科理

论，聚焦、掌握其分别的基本洞见，并且，通过由四大理论得出的不同洞见，来观察和掌

握其分别的局限，使四大理论相互阐明，相互批评，相互推进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 

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洞见在突出资本在经济

发展中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通过资本的投入（初期中特别是机械投入）来大规模推进、



扩大生产力，藉此来获得前所未见的经济发展。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四大理论中的第二

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丑恶面，即其一切唯利是从的基本特性以及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通过压低工资来提高其利润。更有进者，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主

要理论体系，即实质主义，来关注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小农经

济”，即依赖家庭自身的劳动力、首先考虑到自身的生存所需，而后才会考虑到营利，但

却是长期顽强持续至今的以自身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其

运作逻辑与资本主义型雇工经营有根本性的不同。 

最后则是当前的第四大理论体系“话语理论”所明确地洞查到的，在生产行为之外的

“话语”表达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国家关于被其侵略、殖

民化的“土著”民众所使用的“东方主义”话语来既贬低对方也自我宣扬。其影响之深入

和强大程度，不仅体现于西方作为殖民主义侵略者所构建的关于土著民众的东方主义话语，

也可见于被殖民化民族自身所接纳的，乃至于参入使用甚至参入建构的“本土东方主义”

话语。毋庸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是一个实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则与其对立。 

第一步，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欠缺自身的社科理论，我们学习理论要先掌握上述的这四

大西方理论的核心洞见。 

第二步是通过将其相互对照和批评来不仅洞察到其分别的洞见，也洞察到其分别的不

足。四大理论的分别对照能够促使我们更清晰有力地既认识到其正面的作用，也认识到其

所忽视或不足的方面。我们要借此来形成并提高我们对这四大西方社科理论的基本认识。 

第三步，也是特别关键的一步，是认识到上面总结的西方四大理论传统中的主流自由

主义理论传统，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不仅是因为中西经验的不同，更是因为西方主流



理论特别强调理论必须在逻辑上前后一贯，紧密整合，但是，真实世界多是充满矛盾的，

硬要求其逻辑上整合实际上乃是一种违反实际的进路，是将双维或多维的真实硬塞进逻辑

化的整合的做法，最多只能洞察到其实际的单一维。 

我们须要洞察到中国实际相对西方主流理论的不可忽视的悖论性才有可能建构新的、

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逐步创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初始阶段，我们可

以先借助西方已有的另类社科理论来协助我们建构新的中国社科理论。 

在上述的三步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陷入繁琐不清的关于这些理论的二、三级、次

要的，也是比较含糊的，没有那么清晰有力但是复杂得多的概括。不然，便很容易失去对

其基本核心内容的掌握，脱离其对真实世界的清晰有力的洞见，而陷入无限的、无休无止

的、薄弱无力的繁琐不清的讨论。 

我们要清晰实在地坚持，学习理论的目的不在为理论而理论，绝对不是要试图成为脱

离实际的学究型理论专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更清晰有力地看待、思考过去和今天的

实际，绝对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也不是为了逻辑而理论，当然更不是为了炫耀而理论。我

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之所以学习、使用和构建理论说到底是为了更精准清晰地认识实际。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陷入如今已经脱离理论原有的、也是应有的使命——即更好地、

更清晰有力地概括、认识真实世界——而陷入将理论与实际隔离，将其认作某种自我封闭

的专业化的知识，或逻辑上整合的建构，那样的错误进路和陷阱。理论的正确目的从来就

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阐明实际。我们要坚持自己学习理论的原有动机和目的，绝

对不可陷入将其与实际隔离开来为一种孤立的所谓“专业”，而是要一步步迈向更能澄清

（中国）实际的理论的认识和使用，乃至于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