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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在梳理传统交往观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交往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特征，阐述
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革命性变革，强调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不是随心
所欲的思辨构造，而是基于对现实个人的物质生活的考察：深入分析了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在探
索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揭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阐明哈贝马
斯交往理论的虚幻实质及马克思交往理论革命性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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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爱华，女，朝鲜族。1975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9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2003年硕士毕业于辽宁大学西方哲学专业，2006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先后从师于陆杰荣和杨耕两位教授。1998年至2003年在沈阳体育学院马列教研室工作，2006年至今
在沈阳航空工业学院人文社科部工作，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
毛泽东思想研究》、《理论探索》、《辽宁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十余
篇，参编教材1部，主持辽宁省社科联及校博士基金项目各1项，参与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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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传统的交往理论及其特征一、古代的德性主义交往观二、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交往观
三、18世纪法国功利主义交往观四、18-19世纪德国理性主义交往观第二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及其
革命性变革一、从《博士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唯物主义方向二、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实践基础三、《德意志意
识形态》：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四、从《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交往理论的具
体深化五、马克思晚年：交往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六、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革命性变革——交往范畴的实
践定位第三章 交往与生产的关系一、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二、生产归根结底决定交往三、交往制约生
产力的存在和发展四、生产与交往的中介形式：分工五、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关系第四章 交往与社
会发展一、交往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有机变量二、交往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动力三、交往是民族
国家跨越发展的内在机制四、交往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契机五、普遍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
条件第五章 交往与个人发展一、交往是个人发展的内在要求二、交往形式的扬弃与个人力量的增长三
、交往是自我实现的舞台四、交往是制约个性解放的内在环节五、普遍交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第
六章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一、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意义与
存在的问题三、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四、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兼评“
主体际”交往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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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交往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动力　　所谓社会制度，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但从马克思
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判断，社会制度是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社会
关系的规范化。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家庭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或
具体制度的本质抽象与概括。　　其中所有制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因而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
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马克思说：“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
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
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
，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
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o这就说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既是人们从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社会物质活动围绕旋转的基点，是社会
制度确立的基础。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
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
实基础。”因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统治不可避免地构成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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