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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前言

2009年，对我而言肯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0年前完成的拙著《回到马克思》①将在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第2版，而我在15年前所撰写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则将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版。在此次修订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回眸，和曾有的自己、曾有的思绪、曾有的激动相遇，和曾
经目光锁定的人物对话、辩驳。蓦然回首，十余年已逝，虽不能说沧海桑田，也可谓日新月异了。不
过，我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能够受到如此持久而深入的
关注，业已充分说明一种中国当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复兴，即与商品一市场经济世界同体生成的马克思
的科学的社会批判话语的重新在场。这种学术思想情境的建构本身就包孕着十分复杂的历史价值和学
术意义。完成于1993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关于马克思哲
学思想研究的专题性论著。在2002年的第2版序言中，我简要说明了这本书主要的思想构境逻辑的历史
背景。而在这篇新的序言中，我想着重阐述此书生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和中心思想。我以为，《马克思
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原创性的学术关键词主要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
础与主导、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似自然性和物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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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内容概要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3版)》所指认的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似自
然性和物役性现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中历史辩证法逻辑主体向度的重要内容。可是。
想当长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科学批判话语却一直为人所忽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
体向度(第3版)》作者在对大量经典文献精心研读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和确证了这个重要学说：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并非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功能度的特定水平上，社会历史发展
才呈现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历史现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主体畸变为外部力量（自然
和人的物化世界）的奴隶，而社会历史发展则外化为一种近似于自然历史运动的“无主体过程”：这
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似自然性与物异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将最终
超越这种历史性生存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必然王国）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时期（自
由王国）。作者立足于当代思想史和自然科学观的理论角度，尤其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实践
，翔实生动地阐述了马克思这种学说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3版)》立意新颖深刻，在思想原创与文本互动、史辩与论说、逻辑
深入与生动浅出，以及理论研讨与现实反观等方面均有较为上乘的着墨，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
论研究中不多见的探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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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一兵(原名张异宾)，男，1956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山东茌平。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
专业。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代表性论著有：《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神会马克思》(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题式、症候阅读
和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
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无调性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
本学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9年版)；《张一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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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版序言第二版自序序言自序引言  马克思之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一般逻辑线索第一章  青年马
克思哲学视界中的主体辩证法  第一节  人的本质就是超越自然的限定性    一、人类主体的自我超越和
创造性    二、“新世界起源于精神”    三、“下流的唯物主义”  第二节  消除的主客体颠倒背后的逻
辑矛盾    一、回归基础：“颠倒的世界”与“颠倒的世界现”的否定    二、要求主导：人是世界之本  
第三节  经济异化：人是自己创造物的奴隶    一、经济异化理论的建构：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本质    二
、人类主体劳动本质的四重异化    三、共产主义：在主体意义上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四、一个重要的
理论辨识第二章  哲学新视界中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人类主体  第一节  哲学变革中的主导逻辑框架转
换    一、马克思哲学逻辑转换中的三大难题    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逻辑框架的最初解构    三、新的
理论基石：从人类主体出发的客观物质实践  第二节  哲学新视界中的自然过程与社会历史过程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新世界现的初始理论地平    二、经过人类主体实践中介过的人的自然环境    三、人
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及其运转机制    四、科学历史现基本原則的两次重要表述    五、实践唯物主义
的对象化：一个关于小结的小结  第三节  历史辩证法视角中的人类主体地位    一、人本主义历史观的
失误    二、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中的现实的人是什么？    三、马克思恩格斯真的不关注人类主体的生
存状态了吗？    四、“自主活动”：一个新的衡量主体地位的科学尺度    五、“共产主义不是应该确
立的理想状态”第三章  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现象的特设规定  第一节  历史辩证法逻
辑主体向度的缺失和对马克思的误解    一、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结构    
二、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关系的再辨识    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永远是一个自然历
史过程吗？  第二节  似自然性：社会历史发展异在为自然过程的特殊历史状态    一、马克思“自然”
与“自然规律”的不同语义层面    二、理论起点：对资本主义“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证伪    三、语义
转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特定的“自然规律”    四、似自然性：社会历史发展在什么意义上与自然
过程相类似？  第三节  似自然性与物役性    一、对象化和异化与物化和物役性    二、物役性：我们为
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所驱使    三、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发生物役性的基本方面  第四节  经济拜物教
：人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    一、经济拜物教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马克思的三大拜
物教批判    三、经济力量支配人的现象是历史的永恒规律吗？第四章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再
认识  第一节  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与似自然性    一、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中的两种逻辑视角    二
、马克思客观描述逻辑中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    三、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似自然性和物役性  
第二节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换的深刻意义    一、必然王国：自然必然性与经济必然性    二
、  自由王国：人类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解放    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    四、物
役的超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生存状态第五章  恩格斯与社会历史辩证法  第一节  青年恩格斯眼
中的人与自然    一、“火焰中飞起的凤凰”    二、夺取“历史的主动性”    三、把历史的內容还给历
史  第二节  观察世界的唯一尺度：社会实践棱镜    一、共同创立科学世界观的恩格斯与马克思    二、
“自然规律”在逐步成为历史的规律    三、以地球为中心的自然图景  第三节  似自然性、物役性与人
类实践的自主活动    一、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历史发展的异同    二、外在必然性支配人类主体的反常
现象    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第四节  恩格斯社会历史观“合力说”之新解    一、恩格斯“合
力说”的本来面目    二、“合力说”是一个特设的历史规定第六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历史辩证法
 第一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内在逻辑冲突    一、主体超越性：反对经济决定论    二
、反人的“无主体过程”：科学主义的理论反拔    三、逻辑极性的消解：一个理论辨识    四、一个特
设说明  第二节  “入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似自然性理论    一、对社会发展与自然过程异质性关系的思
考    二、对资本主义“自然规律”的批判    三、“自然论”的意识形态神话  第三节  “人学的”马克
思主义与物役性理论    一、青年卢卡奇对非主体“物化”的批判    二、青年卢卡奇对科学技术“合理
性”的批判    三、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与科技意识形态    四、一个分析和小结第七章  现代自然科
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第一节  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现代自然科学革命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    二、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研究  第二节  复杂性科学的
自组织理论与似自然性    一、复杂性系统科学的自组织一般进化论    二、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是一个怎
样的自组织过程？    三、社会进化的自组织与似自然性  第三节  当代生态学视界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
的深层逻辑    一、当代生态学视界的逻辑意向    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与生态学    三、控制人
的社会主体行为与似自然性理论    四、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辨析第八章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与历史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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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历史反思    一、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哲学内省    二、毛泽东
的哲学逻辑与革命实践道路    三、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之透视  第二节  关于邓小平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考    一、邓小平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双重结构    二、邓
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进程的三个递进层面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是一个
自然历史过程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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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的确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解社会历史一般基础时所确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当他转而探寻社会
历史的主导因素并进而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时，发生支配作用的却是费尔巴哈的人学主体辩
证法和价值论。如前所述，这个主体辩证法的理论核心——劳动异化逻辑在本质上仍然是唯心史观。
这条逻辑线索与那种从社会历史物质基础的思路正好是相互矛盾的。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和《神圣家族》中，这两种逻辑的内在冲突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白热化程度，它真实反映了马克思
从费尔巴哈走向新世界观的过渡状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全部人学
异化史观构架的解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原来在马克
思思想中处于非支配地位的科学的客观逻辑在革命中占据上风。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前提性理论侧重点，就是通过批判黑格尔，进而批判费尔
巴哈和自己（1843-1844年以后）的那种以人本主义的“应该”为逻辑内趋力的总体哲学构架，并以此
凸现新世界观所确立的革命意义。因此，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批判费尔巴哈的人学异化史观的
一些重要逻辑要点，的确也是他们自觉的自我反思之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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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唯物辩证法的主攻方向中，我又选了当时人
们最不愿意碰的“否定之否定”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我内心明白，这是打算考验自己，时为1980年冬
。正像葛兰西所说，哲学锤打的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我的的确确是受到了一种深邃的智慧嘲弄
。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观念的开端总是缠绕在我的笔头，整个一“头脑中的制作”。显然，在哲学
原理中搞原理的套路，实在太空洞、抽象，虽然调动了一切可能的资料，哪怕使尽浑身解数，到头来
还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砌筑。论文是通过了，可我的内心是失衡的。反思的火苗是黑夜中轻轻舞动的
裙摆，不断在脑海中旋转，它就这样星星点点地蔓延，伴着月色幽幽的弦乐，徐徐展开。我好像大彻
大悟了：抽象的原理需要走向感性的具体，才可能在对具体的扬弃中满载着回归。因此，毕业那几年
，我倒成了在现代思想那浩瀚书海上四处撒网的渔人。有时远离海岸，乃至驶出自己的专业的港湾，
远足在更为辽远的海洋（为此，一些关心我的老师还担心我是否会走失方向）。虽然.岸上不断晃动着
的朦胧的行人、含烟的风景已越来越淡，我也仿佛渐行渐远，然而，我的心境是平和的，因为，我知
道自己的逻辑建构之外化和内化的航程始终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向。1986年以后，经历了漫长漂泊
和不断涉猎的思想又回归原来的港湾，我开始重读马克思。我惊奇地看到，那些原来读过的经典文本
在一个新的广阔深厚的背景支持下，再一次变得崭新和“陌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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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3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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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经是第三版的主体向度了  很好看的书
2、以其所根据的不同的逻辑框架（主体辩证法逻辑与历史辩证法逻辑），区分开了青年马克思的异
化和后期马克思的物役化，颇有创见，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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