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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与澄明》

内容概要

《诠释与澄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主要收录自《学术研究》今年来陆续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
文30余篇。分为四个部分：本真精神与当代价值，逻辑体系与基础问题，研究方法与解读模式，历史
对比与当代会通。四部分内容集合了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足以代表目前我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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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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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我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一部分 本真精神与当代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问
题的几点思考——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的观点看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关于马克
思学说的双重解读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什么思入现代社会的本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刍议
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哲学的三个批判维度活动、生命、意见
和思维方式——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第二部分 逻辑体系与基
础问题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一个值得商榷的哲学命题——关于“合规律与合目的”
问题质疑对三个基础性问题的辩证思考——读稿札记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若干问题质疑关于哲学原理教
科书几个基础性问题的质疑第三部分 研究方法与解读模式全球化趋势与马克思的方法论提升、开拓、
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谁之“现实”与何种“合理性”立足“思想史”的视野对马克
思哲学研究所作的审视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马克思文
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马克思哲学解读
模式多样性的历史意蕴和当代价值第四部分历史比照与当代会通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正本
清源”方案中、西、马哲的历史对比和当代会通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经典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与会通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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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可置疑，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方位已相去很远。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内
部的分裂和对立即阶级对抗具有主导意义，而今天不同阶层的互依互动则是社会的常规状态；马克思
那时要着重解决的是人们如何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提高生产力和进行社会革命是人类根本的
出路，而现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及其与人类互相制约的关系已突显，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的
调整成为紧迫的世界性任务；在精神文化领域，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致力于扭转观念和现实实践的
关系，强调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而在信仰失落、理想式微、社会生活愈来愈平庸化、表浅化的当今，
我们却不能不重新重视精神文化的超越和理想维度⋯⋯这些现象上的区别，决定了重复或简单地搬弄
马克思成说的做法是无意义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们又并非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马克思生活
的时代，虽然封建主义还在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纠缠，但毕竟气力难支，无碍于资本主义由童年进入青
年；宗教神学历经外部冲击和内部反叛，其威权已从根本上动摇。由此马克思得以声言：彼岸世界的
真理消失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
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可以说，“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所有那些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接轨”的民族
所苦恼的问题——而抗拒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民族则只能停留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中，
命运将更加不幸。可以说，我们和马克思都生活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只不过我们处于现代社
会相当成熟的阶段，马克思则处在它生长的早期，“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而已。在马克思看来
，不同于封建农业社会的现代社会是历史上迄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有机体，他所致力研究的也正是这
样的现代社会而非一般社会，但现代社会也必定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发育生长出来的，它不可能是
一个没有深层历史根据的突发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现代”一词的用法多半是与古代或过
去时代相对言之而不是作为专有概念，也没有“现代性”、“现代化”的用语；并且，在提到“现代
”时，往往与特定的概念如“资产者”、“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文明”
等连用。这难道只是受制于当时的语境或马克思尚未充分地看到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吗？我认为根
本原因不在这里。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固然会越来越深入和全面，但马克思一般在通常意义上使用
“现代”一词，我认为恰是为了表明现代与过去时代的既相区别又相关联，表明现代社会是原有社会
矛盾的解决或转化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著作中选取数例以印证：“从
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
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
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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