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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睡眠的本来状态 。

“

想
”

不再是作 为观念 的
“

我思
”

、 不是解释 、 理解 、 相信了什么 、 也不

再
一

定是为了 什么 。 所有哲学观念形态的东西

都变成了去做 、 去使用的 问题 。 就是说 , 你不

要去猜并因此而痛苦或快乐 , 而是要亲身参与

并 因此而感受之。

“

没有意义问题 , 只有使用 问

题 。

”

言形成各种各样的冲击力 , 使之有触摸

感 、 即使是想象 中 的触摸感 ； 通过加快语速的

方式 , 使语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动感
——不是画

一幅 素 描 , 而 是 勾 勒 出 事 物 出 场 过 程 的 痕

迹——它们是文字传达出 来 的力量 , 但又 区别

于文字含义的力量 , 它们像活 生生的 眼神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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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雕塑 。 总之 , 使语言物 质化 、 肉身化 、 姿态

化 , 能指在泛滥 。 至于所指 , 在绵延的意义上 ,

就是物质化了的能指本身 , 如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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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苹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立场的指 引下开展

对
“

中 国梦
”

的相关研究工作

张 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明在来稿中指出 ：

“

中 国梦
”

的最终奋斗 目 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 这
一

目标与 国家富强 、 民族复兴和人 民幸福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 因

为其在本 质上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 的科学洞察基础之上的 。 以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

思想为指导 , 有助于拓宽
“

中 国梦
”

研究的理论视野 、 深化研究的理论深度 。 因为在推进
“

中国梦
”

的研究过程中 ,

必须旗帜鲜 明地反对两种
“

历史终结论 ：

一是 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资 本主义制 度终结人类历史的
“

历史终结论
”

。

“

去政治化
”

研究
“

中国梦
”

的根本 目 的就是要将中 国的发展路径导向 西方所谓 的
“

普世性
”

道路 。
二是在少数人那

里存在的认为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即 中 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就是终极奋斗 目标的错误思想 。 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历史条件下 的特殊性选择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历史 的进步 , 其必然超脱
“

特殊

性
”

而走 向
“

普遍性
”

, 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 因此 , 那种缺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指导 的现实主义错误地认为实

现当下发展 目的做法 , 也是 另
一

种
“

历史终结论
”

的表现 。 而对上 述两种
“

历史终结论
”

的批判 , 必须坚持唯物史

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观点 ,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的导 引 , 对 于深化
‘‘

中 国梦
”

的研究工作更应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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