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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无》

内容概要

有与无，可见物与看不见的社会存在，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构境中看起来最表层却实为最内在的
思考境域，森林博士在21世纪的中国重新激活了这一思的线索。在日本哲人广松涉之后，本书最有价
值的思想努力，就在于对马克思关于布尔乔亚世界中的关系性“虚无”的反思—Verdinglichung
和Versachlichung批判之思的理论重构。至少在中国的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Verdinglichung
和Versachlichung的缺席已有太长的时间，本书将是一种全新逻辑探险中重要的思之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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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森林，1965年生，山东昌乐人。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现代哲学》副主编。曾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全国百
优博士论文奖，第三、五、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主要代表作有《追寻主体》（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实践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辩证法的社会空间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发展哲学引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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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导言为什么要关注虚无主义与物化问题？
一、虚无主义：贯穿于自德国古典哲学至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
二、虚无主义：哲学话语背后的文化质疑与文化追求
三、虚无主义：从德国、俄国到中国
四、物化与虚无
第一部分物与意义：虚无主义的意蕴
第一章虚无主义：语境与意蕴
一、三个语境、四个类别
二、第四类虚无主义：尼采虚无主义的再解释
三、虚无主义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命运的“虚无”
四、小结
第二章以存在替代价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分析
一、存在者作为无：对价值之思的批评
二、存在作为无
三、无：从“畏”之启示到“死”之启示
四、多义的“无”
五、结论
第三章物与意义：虚无主义意蕴中隐含着的两个世界
一、虚无主义的现代诞生：主体性哲学中蕴含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二、现代“物”的发生：主体性
三、物世界对意义世界的奠基：乌托邦的现实化
四、“物质的反叛”：物世界的延展及其与人的世界的关系
五、物的世界衍生何种虚无：兼论虚无主义的层次
第四章马克思与屠格涅夫：谁来判定虚无主义？
一、屠格涅夫：贵族气息面向“新人”资产阶级
二、虚无主义：阶级论的与文明论的
第二部分马克思与虚无主义
第五章虚无主义与马克思的两种关联
一、马克思与灵知主义的关联
二、内在性、形而上维度的保留与虚无主义的遏制
第六章“无”的虚化与实化：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评
一、引言
二、问题的提出
三、施蒂纳的路向
四、马克思的批评之一：小资产阶级自我的表达，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五、普遍性的另一维度：超验理想性
六、“现实的人”与价值内在性
七、“无”之“虚”与“实”：施蒂纳的意义与马克思的改造
第七章资本与虚无：虚无主义的塑造与超越
一、资本消解神圣：从主体性到上帝之死
二、物的眩晕：经验神圣的虚无化
三、无产阶级与虚无主义
四、四个结论
第八章实践、辩证法与虚无主义
一、浪漫派、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实验
二、拒斥上帝，维持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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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证法与虚无主义
四、结论：实践、辩证法与虚无主义的遏制
第三部分物化、虚无与形上学重建
第九章“物”的意蕴：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一、物自身的逐渐丧失：从主体性到社会性的不断彰显
二、作为特殊“物”的身体：如何看待重视身体的费尔巴哈与重视社会的马克思？
三、“物”的社会性秘密
四、物象化：对物的关注对准物背后的社会性奥秘
五、物象化之后：符号化与社会分化
第十章物象化与物化：马克思物化逻辑的再思考
一、引言
二、“物化”：从泛论到细分
三、区分“物象化”与“物化”的三种立场
四、“物象化”与“物化”的根本区别：反思与未反思
五、物象化的第一种含义：人被物纠缠住，个性的丧失
六、物象化的第二种含义：促进效率，促进主体的实现
七、物象化社会关系的评价
八、对马克思的双向推延：韦伯与卢卡奇
九、简要结论
第十一章从物化到虚无：关联与重思
一、事化、物象化是切入问题之关键
二、物化、事化：从技术、制度到认知方式
三、从着眼于具体的在到追问“无”
第十二章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文明论意义上的思考
一、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三、从文明论的角度来看待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四、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复兴来建构一种中国化的新形而上学
五、与中华文明相适应的“形而上学”
六、中国化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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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不错哦
2、。。。。。
3、写飞了。看不出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唯一的亮点大概在于对施蒂纳的强调
4、虚无主义的流变，聚焦到现代文明的命运与前途，物化——物象化，人的异化，物欲横流的世界
里，马克思，韦伯，⋯的文明思考还在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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