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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

内容概要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试图从“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入手，引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并以此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从传统
本体论到现代本体论的转变的重大意义。这个本体论革命即“实践本体论”就是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
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思维和人的世界。实践本体论使人类的存在不断地向着自由和解放展开，
所以马克思哲学才是深刻的，伟大的，与时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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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

作者简介

张剑抒，1976年5月生，辽宁开原人。1994年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98年攻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
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并于2001年继续攻读博士，2004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代表有：《（实践中的对象化与异
化一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论马克思的无神论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关系）》、《（马
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启示）》、《（从人的生存状态解读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形而
上学——“存在”着的“无”）》、《（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开放运思中诠释自由）》、《（如何理
解被称作“实践本体论”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自由问题的解蔽与呈现）》、《（人的两重
性存在与自由维度的开启》、《马克思自由思想对和谐人生的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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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

书籍目录

导论  自由的旨趣与人之为人的实现一、 人的二重性存在与自由维度的开启二、 传统教科书在马克思
自由观上的缺失三、 马克思自由问题的解蔽与呈现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主要自由思想回溯一
、 人的二重性存在和自由的原初语境(一) 人的经验性本原追求——必然中的自由(二) 人的超验性本体
追求——理念中的自由(三) 基督教——天国中的自由二、 理性的启蒙——自由的依据回归人自身(一) 
理性导向的社会自由——契约论(二) 卢梭——社会自由偏向道德自律(三) 康德——自由归于人的实践
理性的践履(四) 黑格尔的自由——自在而自为第二章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形成过程一、 青年黑格尔派
时期(一) 自由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二) 自由与绝对精神的他由二、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
比较》(一) 原子偏斜——自由意志(二) 从个别的自我意识到个别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三、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一) 摆脱思辨理性确立人的价值自律(二) 开始从人的存在方式的社会关系中寻问人的自由四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 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二) 人的自我异化及其复归(三) 新
历史观萌芽时期的实践概念五、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 新的哲学观的萌芽——实践的理解(二) 
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定在六、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
个人(二) 真实的集体中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三) 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与开放致思第三章  马克思自由
思想的真蕴一、 实践中的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一) 自由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二) 自由是实践主体追
求他的目的时的价值自觉(三) 自由是认知与反省的契合二、 在历史唯物论的开放运思中诠释自由(一) 
自由的本然性必须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实然化(二) 自由的实然化的更迭过程就是人类的历史性生成(
三) 自由是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一种永恒价值取向三、 自由——人的生存状态(一) 素朴性存在状态(二) 
反思性发展状态(三) 完满性状态的追求四、 自由——真、善和美的三性融合(一) 真——对必然的认
识(二) 善——价值内蕴的认识(三) 美——至善的企及小结： 自由的各种解读不是单性的而是有机的第
四章  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诘难与挑战一、 存在主义对个体自由的关注(一) 存在主义
的个体自由的解析(二) 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的条件(三) 脱离自由人联合体的存在主
义的个体自由的空性二、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深刻揭示(一) 马克思的异化只是劳动的
异化?(二) 当代资本主义面临普遍的异化——单向度的人(三) 异化的扬弃——人的自由与解放三、 后
现代主义——从思想之我到感觉之我(一) 主体的死亡——人类自由的虚妄(二) 无终极价值的自由——
失却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四、 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一) “自由”与“平等”在自由主义者
和马克思间的差异(二) 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思想及其政治纲领(三) 自由主义内部关于自由问题的理
论之争第五章  当代人的境遇与马克思自由思想意蕴的启示一、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异化(一) 自由
从认识论回归现实的人和人类生活(二) 从过分张扬的人类主体性回归真正的主体性二、 后现代冲击下
的价值多元与价值虚无(一) 现实关切与终极眷注(二) 从种存在到类存在三、 纠正对生活世界的庸俗化
解读(一) 生活世界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意义(二) 实践不是无价值要求的生产劳动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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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

章节摘录

第三章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乃至于他的哲学思想的整体发展脉络有一个
全面的把握，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以“现实的人”为起点而展开来的。他从
来不曾以僵死的物和抽象的精神去遮蔽鲜活而富有灵性的人，他从来不曾以机械和刻板的物的法则或
“绝对精神”的内在规律来否定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同时，马克思十分注重人的现实性、具体
性和历史性，非常强调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把实践看作是“一种绝
对创造性的活动”①，即历史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实践的生成也就是自由的生成，自由是人的实
践活动不断开启的生存空间和存在意义，是一个被不断拓展的过程。真正的自由就是人真正意义上的
自由发展，是人的创造性生活的表现。真正的自由不仅是人向往的一种完满的生存状态，也是人的一
种发展状态。开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
所开启的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那就是，说明人的精神的解放、自由的实现只有与人的历史运动、与
人为争取人本真的生存所进行的实际斗争相结合才有实际的可能。一、实践中的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
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学说始终是和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理论相联系的，是围绕人的自由、人的解放问
题展开的。这就使我们可以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及其理论发展的高度反思西方哲学由知识论本体论
向生存论本体论演化的哲学内涵。静态地考察，知识论本体论与生存论本体论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揭示
人的自由本性，探讨人获得解放的方式。知识论本体论是在自然的层次上肯定人是具有必然性的存在
。所谓人的必然性的存在，是指人受外部自然界的支配，由外部自然的必然性规定人的存在。在这里
，必然性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人只能认识它、利用它，却不能创造它、消灭它。所以，人
从这种必然性中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认识的自由、外在的自由，这也是传统教科书对自由的解读模式
。与之不同，生存论本体论是从人的生存的层次上肯定人是具有偶然性的存在。这里的偶然性是个本
体论层面上的概念，它与认识论层面上所使用的偶然性概念是完全不相同的。在认识论层面上使用的
偶然性概念，是用于说明认识的真理性和知识的可靠性程度，偶然性是指人们的认识以及获得的知识
具有或然性、不确定性。而生存论层面中的偶然性的概念是指人的存在不单是为了认识和利用所已有
的现实性，人的存在更是为了开启某种可能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意义。人生存的本质即是人创造的自由
，而人创造的自由只有面对可能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机械的、严格的必然性是对人的自
由的否定。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强调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在近代认识论的框架中，现实存在的东西是
具有第一性的。所谓“经验”也是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特征，经验的作用是检验是否存在。这样的“
经验”只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手段，人从不去想某种事物存在与不存在对于人类及其人类的生活有什么
意义与价值。而在生存论的框架中，哲学不再关心外在于人的客体实存或什么绝对实体，而是从人生
活于其中的世界中去揭示什么是对人有意义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本真的自由的生活状态。人的生命
活动不仅仅是认识外在的必然性，人的生命活动更是创造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样，“经验”被看作
是文化、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和展开，是一个融个人的创造性于其中的全部人类生活的整体。新康德
主义的代表人物那托普指出，哲学“要寻求广义的经验的‘丰饶的深谷’，也就是说，它要力求把根
扎到全部文化创造中去：哲学就在于在理论科学上‘拼写出经验’；就在于在实践上塑造出各种社会
秩序，并且为个人在这些秩序范围内塑造出一种堂堂正正的人的生活；就在于在艺术上进行刻划，在
美学上陶铸生活；就在于对宗教生活进行最深刻的塑造”。①可见，这种经验就是一种被不断创造的
人的具体存在状态。经验的存在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它不应该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状态，它应该随时
可能被超越，然后成为另一种更好的人类存在。因此，说人是偶然性的存在是指人的活动，个体的生
命是在丰富多样的可能存在中创造自己、塑造自己的，形成人的历史，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自觉
的内在本性是在人的创造性的实践中彰显的，绝不是简单地对外在必然性的认知与服从。当然，这种
自由不能代替或取消人的认识的、外在的自由，却是比人的认识、外在的自由更深层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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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对于一个年轻的老师
来说，能够出版个人的专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对于我来说，虽然在哲学的殿堂已经游走了多
年，但哲学的底蕴依然不够厚重，加之上班后又被很多新的复杂的琐事占据着。此书在修改的过程中
刚好赶上我怀孕生子的艰苦时期，有很多工作都做的不够细致，我想这会是我日后工作的方向和动力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之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所在的学校给予我立项资助。
其次，在这里尤其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艾福成教授和我的师母周宝余教授以及我的硕士生导师付秀
华副教授。他们待我不仅是学生，更多的时候他们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女儿。艾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
多次提出极富教益的改进意见，这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的出版是个很大的帮助
。艾老师严谨的学术作风让我在教学、科研和生活中都受益非浅。同时，也要感谢我论文答辩时的各
位老师对我中肯的意见和卓有见地的启发，这对我日后完善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真心地
说一句，谢谢您们！最后还要感谢群言出版社对学术书的鼎力支持以及责任编辑陈佳和其他编辑，他
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的劳动为这《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的最后出版提供了莫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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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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