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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路径及着眼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中文版序言
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
第一篇 《费尔巴哈》章的文献问题
一、草稿的状态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版的出版和所存在的问题
三、几个论点
四、结束语
第二篇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的意义
一、1844-1845年的费尔巴哈论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哈批判
三、“圣麦克斯”篇的异化论
四、“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和个人的自我实现
第三篇 宗教批判和自我意识
一、“费希特”的思想史位相
二、宗教批判的批判原点
三、揭露主语和述语的颠倒性
四、自我意识和交往
第四篇 人类观的确立和对施蒂纳的批判
一、施蒂纳冲击
二、马克思的类的存在论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类观
四、结束语
第五篇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性/1C）
一、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
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
三、思想、观念、意识和社会存在
四、市民社会中的生产和交往
第六篇 “阶级的个人”的诸相和各个人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及其展开
二、“阶级的个人”的诸相——偶然的个人和普通的个人
三、“阶级的个人”的诸相——抽象的个人和共同社会
四、从“阶级的个人”到“整体的个人”
第七篇 意识和作为意识的颠倒的意识形态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的处理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论的展开
三、意识的颠倒和意识形态
四、结束语
第八篇 物象化论——“理念的独立”
一、类概念的实体化——从《神圣家族》到《资本论》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念的统治”
三、理念和物象化
四、“理念”的独立化和市民社会的媒介结构
五、结束语
第九篇 “国家=虚幻的共同体”论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展开
二、国家论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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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第十篇 共产主义论中自我否定的逻辑
一、“理念”与“运动”
二、生产力规定与变革主体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与平等
四、结束语
后记
译后记

Page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

精彩短评

1、囫囵吞枣
2、太令人失望了，几乎全是寻章摘句，照本宣科的论文。问题意识很差。难道日本人适合做文献学
考据学，但缺乏真正的哲学思辨和敲打文本的能力吗？把原文展开，按几个层次复述一遍就写成一篇
论文，而对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简直是大学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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