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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夢”的實踐智慧

張　 軍１　 魏　 清２

１紹興文理學院；２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摘　 要：“中國夢”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合理性追求，對當下中國社會情景的整體感知、辨別與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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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對中國精神的彰顯。 以實現個人全面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為指向的“中國夢”，融合了理論理

性與實踐理性，體現了描述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統一，是實踐與智慧的統一。 立足于實踐智慧，解讀

“中國夢”的科學內涵，有助於從根源和本質上認清“中國夢”的理論旨趣，對於加強新時期社會主

義建設和促進和諧社會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夢；實踐智慧；中國精神

基金項目：本文系紹興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最終研究成果（１４５Ｓ００４）；紹興文理學院校級科研

項目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哲學在國外的歷史與現狀（２０２０ＳＫ００１）；紹興文理學院科研啟

動項目成果：作為一種科學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外。 （２０２０６０１１）。

引言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夢”是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深刻

總結，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形象概括，是新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大創新，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上科學與價值的統一，標誌著黨對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是新時期指導社會主義實踐、構
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方針。 為推進這一重大理論的研究，本文擬從實踐智慧角度探討“中國夢”的科學內涵，
希冀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理論建設提供一些建設性意見，並以此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實踐智慧概述

實踐智慧是從實踐的角度探討智慧和人之間的關係。 從歷史上看，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蘇格拉底和

柏拉圖，而最明確論述這一概念的哲學家是亞里斯多德。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裡，“德性就是理性

（ｌｏｇｏｓ）”，實踐智慧指的是知識與德性的統一，實踐智慧就是一種有德性的知識或有知識的德性。 在《尼各

馬可倫理學》中，亞里斯多德明確提出“實踐智慧”這一概念，並區分了人類認識事物和表述真理的五種能

力，他在肯定實踐智慧的本質是踐行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不同於普遍性知識的特點。 在亞里斯多德哪裡，實
踐智慧和理論智慧同屬理智德性。 其共同之處在於，二者均可以在普遍性的層面運作，關注實踐判斷的真

實性，以及構建行動的普遍規則。 其不同之處在於，實踐智慧還可以在特殊性的層面運作，將普遍規則應用

於生活的具體情景，去確定正當的行動。 實踐智慧表徵了那些知道怎樣生活得更好的人，是一種走向善的

行動趨向，具有技術傾向所缺乏的道德意識，而且實踐智慧和道德品性是一種互惠關係，後者保證了前者在

目的上的正當性。
此外，亞里斯多德區分了純粹科學、技術或應用科學與實踐智慧的區別。 一方面，純粹科學研究的是不

可改變的東西，而實踐智慧研究的是可改變且能夠改變的事物；純粹科學追求的是單純的真理，實踐智慧關

注的是人的具體生活，追求人類生活中最大的“善”。 另一方面，實踐智慧與技術或一般的應用科學在本質

上也有所不同。 技術的本質是製作或生產，而實踐智慧的本質是踐行；技術是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存在於製

作或生產之外，實踐智慧的踐行本身就是目的，它關心人類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實踐智慧既不是科學，也
不是技術。 它之所以不是科學，是因為踐行的領域是可以改變的；它之所以不是技術，是因為踐行和製作種

類不同。 所以結論是，實踐智慧是一種與正確計畫相聯繫並堅持正當行為的踐行能力，而這種踐行的物件

是那些對善或不善的事物。 因為在製作時在自身之外尚有別的目的，但踐行卻不會是這樣，因為良好的踐

行本身就是目的。” ①

綜上所述，實踐智慧也就是實踐領域的智慧，是那些對人類有益或有害的事情採取行動的真實的、伴隨

著理性的能力狀態，它既不同於理論領域的理論智慧，也不同於製作領域的技藝智慧。 實踐智慧以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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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內化於人同時以技藝的形式外顯於實踐過程，在目的上展現為“理應做什麼”的價值關懷，在過程上突

顯為“理應如何做”的理性探求，正是在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相互聯結中，智慧被賦予實踐的品性，同時實

踐也擁有了智慧的內涵。

二、 “中國夢”的理論建構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

在現實的實踐之中，實踐智慧首先體現人與世界的互動。 一方面，人以不同的方式認識世界，另一方面

也在不斷地改造世界，正是在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完成了主體的建構，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
在此，解釋世界與“是什麼”相關聯，內含了人對世界的經驗知識，是一種理論理性的表達；改變世界則內含

了“應當成為什麼”的價值關切，主要是一種實踐理性的體現。 相比之下，在實踐智慧中，“是什麼”的理論理

性與“應當做什麼”的實踐理性獲得了統一：理論理性為實踐理性提供現實的根據，而實踐理性則為理論理

性提供價值引導。 與之相聯繫，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也獲得了辯證的統一，認識世界為改造世界提供理論

前提，而改造世界的歷史需要則為認識世界提供內在動力。 簡言之，“以變革世界的實踐關切接引對世界的

理論解釋，以解釋世界的理論觀念範導對世界的實踐變革，構成了實踐智慧的內在特點。” ②

“中國夢”記錄著中華民族從飽受屈辱到贏得獨立解放的非凡歷史，承載著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艱辛探索的偉大歷程，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程似錦。 “中國夢”的提出是建立在對中國近代歷史發

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之上，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令世界歎為觀止

的世界文明，但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漸走向衰落。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恢復中華民族曾經的

輝煌，更是在歷史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復興是針對曾經的衰落而言的。 正因為我們

有過往日的輝煌，也有過曾經的屈辱，所以才會有復興的宏願。 正是在總結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我們才

提出了復興的夢想，對歷史的深刻總結是夢想提出的理論前提；同樣，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美好願望

也為我們更好的總結歷史、展望未來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改革實踐接引對中國近

代歷史的深刻解讀，以中國近現代史發展規律的理論總結范導偉大復興的實踐變革，體現了理論理性與價

值理性的統一，體現了新一代党的領導人的實踐智慧。

三、“中國夢”的價值關切是個體理性與整體理性的統一

首先，亞里斯多德指出，實踐智慧既體現於了解何物對自我是有益的，同時也涉及“合乎邏輯的、真實的

能力形態”，並以此“為人的利益而行動”。③同時，實踐智慧應該指向“一種好的生活”，並關注“總體上的有

益生活”。④在此，合乎邏輯體現了實踐的理性品格，而“為人的利益而行動”則內含了實踐的價值訴求，它以

改造世界並使之合乎人的發展需要為目標，體現了說明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內在關聯。 同時，基於存在的本

源價值，亞里斯多德認為，具有實踐智慧的人更加善於考慮“總體上的有益”，而不僅僅限於特定的利益。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時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持續改

善民生，打好復興之基，共築中國夢。 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到“共同富裕”，從“發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幾十年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始終是黨和政府的重中之重，黨中央始終把“不斷實現好、維護

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將人民的利益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中國夢”的提出，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行動原則，以改善民生為宗旨，將
全體人民的“有益生活”貫穿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始終，旨在使全國人民過上“一種好的生活”，實現全體

人民的共同富裕，既體現了實踐的理性品格，同時也內含了實踐的價值訴求，是理性與價值的統一。
其次，實踐智慧在價值目標上主要體現為成己與成物。 成己是指個體的自我完成與群體的價值實現，

成物旨在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 以成己與成物為內容的實踐智慧，內含了“應當做什麼”的價值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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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應當做”的價值追問的辯證統一。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實踐智慧的目標指向往往有所不同，在社會

領域，主要是關注個體的完善與群體價值的實現。
“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 ⑤，個人夢和國家夢有著內在的聯繫，個人的奮鬥離不開國

家，個人夢的實現離不開國家夢的實現；同時，國家夢的實現又有賴於每一個人把自己的聰明材質和創造力

最大程度的發揮出來，個人夢是國家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

民，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⑥同時，“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

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⑦在此，“中國夢”既關注國

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也注重個人的全面發展，在成就祖國偉大夢想的同時也成就個人的夢想，而且最終

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了價值追求與價值追問的辨證統一。

四、 中國夢的路徑選擇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實踐的目的決定了實踐的方向和途徑，方向與價值取向相關聯，體現的是價值理性，而途徑則與方式方

法相關聯，更多的體現為一種工具理性層面的考慮。 在實踐智慧中，二者呈現為彼此交融的形態，二者之間

的溝通過程同時也是根據目的選擇手段的過程。 亞里斯多德說：“實踐智慧使我們選擇正確的手段。”“沒有

實踐智慧，選擇就不可能正確，正如沒有德性，選擇就不可能正確一樣。” ⑧因此，我們可以說，目的與手段的

溝通過程就是實踐智慧在思維過程中的實現過程。 同時，目的中的價值原則暗含了普遍性的內涵，而手段

的具體運用則與特定的情境相關聯。 實踐目的的實現無疑需要普遍性觀念的引導，但是，由於實踐行為主

體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實踐的背景和境遇也是變動不居的。 因此，如何實現普遍的原則規範與具體情境

的協調溝通，是需要訴諸於實踐智慧的。 在實踐智慧中，一般原則的抽象性和教條化得以揚棄，在特定的情

境中獲得具體的內涵與特定品格，同時，經驗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得以克服，在一般的原則下獲得自覺的品

格。 如亞里斯多德所說：“實踐智慧不僅考慮普遍，而且考慮特殊，後者由經驗為人所熟知。” ⑨黑格爾也認

為，“為了能夠實現，善還必須得到特殊化的規定。” ⑩在此，特殊化同樣蘊含著普遍原則在具體情境中的現實

化問題。 伽達默爾在論及實踐知識時也提到實踐知識是“針對具體情況的，因此它必須把握‘情況’的無限

多的變化” 可見，實踐智慧具有溝通一般原則與具體情境的內在特點。
實現“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革

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提出的發展戰略，是由我國的具體國

情決定的。 新時期，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

挑戰，沒有現成的模式可用，也沒有可供參考的實踐經驗，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有結合中國自身

的具體國情，走中國自己的道路。 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理論自信、道
路自信、制度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實踐表明，“中國夢”作為普遍觀念，其抽象化得

以揚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獲得了具體的內涵與特定品格；同時，在“中國夢”的規範指引下，也使

得中國道路避免了自發性和盲目性。 以中國夢為規範引導，以中國道路做實踐路徑，體現了新時期黨的決

策的實踐智慧。

五、“中國夢”的實踐主體是主體理性與交往理性的統一

在談到實踐智慧的特點時，亞里斯多德指出：“那些理性的形態都可能被遺忘，而實踐智慧不可能被遺

忘。” 理性的形態與具體的知識經驗相聯繫，實踐智慧則表現為“知的能力”，它形成于現實的實踐過程，同
時內在於實踐主體之中，具體化為人的存在規定，制約和影響人的實踐過程。 同時，實踐智慧呈現出綜合的

特點，包含有多方面的內容，首先就是與德性相關，亞里斯多德曾經指出：“實踐智慧是一種德性。” 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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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既有本體論的意蘊也有價值論的內涵，既可理解為與人同在的本體論規定，也呈現出一種善的品格。
就實踐過程而言，它需要主體之間觀念上的溝通與理解，行動中的協調與配合。 實踐目標的確認，實踐

計畫的制定，在實際行動之前都屬於觀念層面的形態，與之相關的一致和共識也屬於觀念層面的溝通。 要

實現這種溝通，既需要宣導者的引導與說服，也需要參與者的理解與接受，而這些都是以認識世界和變革世

界之間的關聯為前提，以實踐主體之間的溝通為基點。 另一方面，在實踐過程之中，面對複雜多變的實踐環

境，如何採用恰當的方式方法以協調不同實踐主體的行動，同樣離不開實踐智慧。 以溝通“應當做什麼”與

“應當如何做”為內容，它是協調實踐主體活動的內在依據。 可見，無論是觀念層面的理解與溝通，還是行動

中的協調與配合，都內含了實踐智慧。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是 １３ 億中華兒女的力量，對中

國夢的實現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 中國夢是億萬人民的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需要各階層的同心同

德。 習近平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僅僅依靠人民來實現。 為此，黨中央指出“要堅持黨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擴大人民民主”，“要隨時傾聽人民呼聲、回
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同時“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

一戰線，加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合作，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
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上各種原則和指導方針顯示了黨在新時期的建設中始終把人民群

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體現了黨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主體的唯物史觀，同時，為協調發展過程中的不同利益主

體之間關係而採取的各種發展戰略，實現了“做什麼”與“如何做”的溝通，為協調各種利益關係提供了內在

依據。 “中國夢”的提出為不同主體之間的觀念溝通提供了思想支撐，同時保證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

與配合，而這些都是在實踐智慧的指導之下做出的正確決策。

結語

綜上所述，以實現個人全面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為指向的“中國夢”，是在總結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上

對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合理性追求，是對當下中國社會情景的整體感知、辨別與頓悟，是對中國精神的彰

顯，融合了理論理性（認識功能）和實踐理性（意志功能），體現了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 其中，既包括

“做什麼”的價值關切，也內含“如何做”的理性判斷，既關注“是什麼”理論追求，也注重“怎樣做”的價值追

問。 基於發展的理念，“中國夢”既關注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注重中國自身的特殊國情，將普遍的理論指引

與具體的情景分析相結合，展現了獨特的方法論取向。 同時，作為德性與能力相統一的中國夢，始終以人的

存在與發展作為本體論前提，內在於人並與人同在。 可見，中國夢的理論旨趣，意在將價值取向、知識經驗、
行為方式和存在者融為一體，最終形成為統一的觀念性形態並凝結于中國人心目中，並通過特定的實踐方

式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行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思想基礎，它具有實踐與智慧的雙重品

格，是實踐與智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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