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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文（以下简称“欣”）：任平教授，您是我国哲学界思想比较活跃和成果颇丰的中青年学者，我们
经常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拜读您的大作。前些年您在学界首先倡导的“交往
实践观”研究，在《哲学研究》开辟专栏持续了一年多的讨论，《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向交往
实践的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近年来您在首届“中国哲学大会”上及
一系列论著中又倡导“出场学视域”，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我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富于理论创
造力与想象力的学者，您是怎样走上哲学道路的？任平（以下简称“任”）：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哲学
启蒙纯属时代使然，但因此成为我一生的选择。我的父母属于那种“有文化”的军人。20世纪60年代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曾在一所苏北农科大专院校任党委书记，母亲则任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于是，
除了马、恩、列、斯、毛的选集外，家里就有了几本后来被称之为“苏联哲学红色经典”之作：《联
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
科书，还有一本厚厚的苏联版《哲学辞典》，艾思奇本和孙叔平本教科书一应俱全。在那个时代，其
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其贫乏、无从选择的，于是就剩下两极：一是火热的政治生活，另一就是哲学思考
。哲学与生活，早年就在我的人格深处结缘，成为贯穿我一生的存在方式。翻阅这些哲学书籍极大地
帮助我度过了艰难的“文革”岁月。即便在1972年底高中毕业后不久成为一名农场知青，几卷马列著
作、两本康氏教科书、苏联版《哲学辞典》也随身相伴。劳作之余，青灯黄卷，虽苦犹甜。进人大学
，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哲学的机会，几乎翻遍了当时在学校图书馆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哲学书籍，至今我
还保存着当年所写的五十余本哲学笔记，约七百多万字。漫游于形上世界，与古今智贤对话，可以提
升境界，通晓世道，益智养心。在我看来，哲学绝不是脱离生活、一劳永逸的僵死的知识集成，而是
有生命历史的在场幽灵。一种哲学就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存在方式，它不断进入历史生活的底蕴，有能
力不断选择新的出场形态。如果说，我的青少年时代与哲学结缘多半出于无奈，那么，与同时代许多
的学者一样，受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催化，从变革生活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观念，不
断冲刷我内心的传统哲学底色，这一变革促使我自觉地走上哲学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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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简介：哲学话语总是与一个历史时代的
终结相伴。当旧全球化历史进入危机时期，作为浪潮前锋的“批判的哲学”和“超越的哲学”必然汹
涌而至；当旧全球化历史衰竭、进入转型的“夹缝时期”时，“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后马克思主义
、后结构主义、后神学、后理性⋯⋯”话语铺天盖地而来；而当旧全球化时代消亡已成历史、新全球
化时代初露端倪之机，在批判地反思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冠之以“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
、“理性的终结”、“政治的终结”、“人权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
、“进步的终结”等等为主题的著作则有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形成了一种“关于终结”的话语体
系。它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随着一个旧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曾经构成这一时代主要内
容、基本精神价值和原则或主题话语的东西都将无可挽回地面临衰落的命运。旧时代话语正在整体性
消亡，其变化划过了一道与新旧全球化转换进程相平行的精神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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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平，1956年10月出生，祖籍江苏省高邮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
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苏州科技学院副校长。兼任教育部第一和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
哲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并完成多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要著作有《广义认识论原理》《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向交往实践的
唯物主义》《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50余
篇，多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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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反思的问题学与哲学革命的当代路向  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当代意义    1．“反思的
问题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指向    2．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出场方式  资本全球化与马克思    1．资本全球化：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    2．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反思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界    3．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双重视野融合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
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1．三次历史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缺场    2．核心与形态：对马克思现代性
视域的反思    3．马克思之后的现代性：一种历史探索    4．在中国新现代性建构语境中重新打开马克
思主义现代性视域  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    1．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的两大基本语境    2．
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与哲学革命：对应的双重变革    3．现代性基础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
   4．哲学革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新起点  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    1．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
基点是什么    2．恩格斯怎样理解哲学革命所具有的“反形而上学”意义    3．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是
否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形态的现代转换    4．恩格斯如何理解哲学革命“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路向    5
．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新特点是什么  恩格斯理解哲学革命的出场学视域    1．复调叙事：哲学革
命的意义理解与出场学研究    2．客体向度的实践论阐释：独特的出场学视域    3．研究恩格斯出场学
视域的当代意义  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地平线    1．遭遇后现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
语境    2．新“后学”的马克思：解构解读的实验    3．超越后现代：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4．重
读、对话、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方式  理解与共识：与后现代哲学对话    1．理解：现代
、后现代的困境    2．交往实践的视界    3．理解与共识：交往辩证法  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    1
．当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关于资本现代性的批判    2．中国发展哲学：全球发展理论的本土转换    3
．“反思的问题学”：中国发展哲学创新的主要范式  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引领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    1
．新全球化与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语境    2．走向一个创建全球文明的新轴心时代    3．当代
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本路径中篇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下篇  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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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文本表明：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创始人哲学世界观的历史地平线；那么，文本同样表明：马
克思对这一历史地平线所作的批判性分析所具有的深刻的哲学视野。资本全球化不仅作为反思对象、
而且作为历史杠杆推动着马克思对之进行科学反思、深切把握，去形成一种科学的哲学视界。这种强
烈的现实需要，来自资本全球化大生产的规律性趋势，来自作为“哲学心脏”的全球无产阶级日益高
涨的革命实践对具有“哲学头脑”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频繁叩问，来自对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的憧憬。“世界历史性”的现实需要就是新哲学视野或哲学世界观诞生的基本动力和基本杠杆。生活
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成为生活问题的解答。然而，解答逻辑仅仅有历史地平线还不够。没
有科学的哲学视野的对象是盲目的。按照解释学的原则，任何科学视野的诞生，不仅仅来自对象性存
在的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主体性理念的力量。需要一种对应生成的哲学地平线，即科学的哲
学视界。任何哲学作为问答逻辑，不仅需要被凸显的时代问题谱系。而且需要有时代的哲学视界。资
本全球化作为历史地平线、问题谱系提出了必要性，而哲学视界提供可能性。在哲学视界的形成方面
，关键是两点：其一，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辩证的批判性视野；其二，马克思的批判性视野的反
思性核心范畴。关于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的态度，当代学者有着多种解释，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夸大马
克思对全球化“积极”的历史作用方面的描述，几乎将马克思看作资本全球化的代言人；而新马克思
主义者和许许多多“新左派，，则继承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传统，着重阐发马
克思关于资本全球化的严重后果的论述，将马克思塑造成资本全球化的全盘否定者。在我看来，这两
者都未免失之偏颇。其实，文本话语结构清晰地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资本全球化的
分析都具有历史辩证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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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论著就是我学术人生的主要在场方式。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当代中国哲
学家文库》之一部的方式，将我“撒播”在跨世纪的30年和各个思想领域中的论文重新汇集成书，这
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哲学作为时代的思维方式，始终表达反映
、表现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书中的哲学问题首先来自时代实践的呼唤、挑战和推
动，来自“问题中的哲学”。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思想。时代的与时俱进与思想的不断出场之间存在
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问题在哲学中的表现和反映。哲学的变革始终是历史变
革的抽象表达。因此，本著作与其说是一部个人的哲学思想史的某种汇集，不如说是以个体话语方式
表达的时代，是“思想中的时代”。另一方面，哲学始终是总结历史最深刻、最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
维方式。哲学的变革总是历史的先导。30年前，正是哲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而
推动的解放思想运动，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历史。30年来，哲学批判又始终成为贯穿改革开放
全过程、推动中国历史迈进的思想力量。因此，哲学高于历史，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的哲学”方式
穿透时代的本质，把握历史的底蕴。以哲学的批判视域来反映、表现和表达历史的底蕴，其结果并非
总是欢乐和喜悦，也充满某种疑惑和忧思。“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出来飞翔”。哲学的出场
往往是一个时代历史终结者的标志。哲学话语总是与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相伴。当旧全球化历史进入
危机时期，作为浪潮前锋的“批判的哲学”和“超越的哲学”必然汹涌而至；当旧全球化历史衰竭、
进入转型的“夹缝时期”时，“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神学、后理性
⋯⋯”话语铺天盖地而来；而当旧全球化时代消亡已成历史、新全球化时代初露端倪之机，在批判地
反思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冠之以“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理性的终结”、“政治的终
结”、“人权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进步的终结”等等为主题的
著作则有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形成了一种“关于终结”的话语体系。它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这样
一种思想：随着一个旧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曾经构成这一时代主要内容、基本精神价值和原则或主题
话语的东西都将无可挽回地面临衰落的命运。旧时代话语正在整体性消亡，其变化划过了一道与新旧
全球化转换进程相平行的精神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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