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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宗教批判的革命变革》

内容概要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革命变革:从理性的批判到实践的批判》主要内容：马克思同近代所有资产阶级思
想家在宗教批判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近代的宗教批判是理性理论的批判，不否定宗教本身，而马克
思是现实的批判、实践的批判，是对宗教的根本否定。马克思要求把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变成对现实的
国家政治和法的批判。因此，近代的宗教批判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相比，在阶级背景、理论基础、批
判方式、批判目的、批判结果等方面，都有本质的改变。马克思发现了人的本质，创立了实践思维方
式，建立了唯物史观，这三者之间是孰先孰后？三者之间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同时，马克思的宗教
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马克思宗教批判的革命变革:从理性的批判到实践的批判》对于
这些重要理论问题，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和阐释。这是一种具有理论气质和学术旨趣的研究，相
信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领略到作者的学识，而且可体验到作者的理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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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贵峰，男，汉族，1970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93年本科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02年硕上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2007年博上毕业下吉林夫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先
后师从于高清海和高文新两位教授。1993年至今，工作于沈阳师范大学，现任马克思丰义学院副院长
，马克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宗教哲学的研究，在《社会
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学习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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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30年来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1章：从本体的设立到本体的信仰——从古希腊哲学
到中世纪哲学对于宗教的批判历程一、古希腊哲学对原始宗教的批判（一）古希腊自然本体论哲学源
于对原始宗教神话的批判（二）本原存在方式的转变：由物质存在的方式到理性的存在方式二、中世
纪哲学对上帝本体的信仰（一）基督教的哲学打造（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
第2章：理性领域神学批判的终结——从近代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一、近代哲学
的宗教批判（一）近代唯理派的宗教批判（二）近代经验派和无神论对于上帝的批判（三）近代哲学
在宗教夯b判中陷入了自身的理论困境二、康德的宗教批判——从理性的批判到上帝的道德化（一）
康德的哲学革命与宗教批判（二）康德的宗教批判对哲学的影响（三）康德在哲学和宗教批判中存在
的问题三、黑格尔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上帝人本化的完成（一）上帝的人本化与形而上学的最高形式
（二）宗教批判在理性领域的终结及其现实转向第3章：宗教批判回归现实之路——马克思宗教批判
的理论前提一、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一）隐藏在“神迹”下的背叛（二）施特劳斯对于“神迹”的
历史主义考察（三）施特劳斯宗教批判的进步意义（四）施特劳斯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二、鲍威尔的宗
教批判（一）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二）“自我意识”对宗教的批判（三）鲍威尔对宗教批判
的进步意义（四）鲍威尔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三、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在宗教批判史上所起到的历史性作
用“（一）完成了黑格尔理性批判原则与现实宗教之间的连接（二）完成了基督教从教条批判、教义
批判向基督教哲学批判之间的连接（三）完成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与“人”之间的连接（四）完成
了从基督史到人类史的连接四、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一）费尔巴哈实现了人向自然基础的回归（
二）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的批判（三）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局限性（四）武教存在根据的现实转向第4
章：宗教存在根据的颠覆——马克思的“人性”革命一、马克思人性观变革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展示人性观发生变革的理论平台（二）感性物质活动的至上性是马克思人性观变革
的理论基础（三）马克思“人的感性活动”的具体含义二、马克思人性观变革的基本内容（一）将费
尔巴哈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改造成为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人（二）将人从费尔巴哈的精神中的类存在物
改造成为社会实践中的类存在物（三）将费尔巴哈的精神性的“类关系”改造成为现实性的“社会关
系”三、马克思人性观对宗教存在根据的颠覆（一）宗教不属于人的真正的“类生活”（二）生产领
域中异化成为宗教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第5章：宗教批判的革命性转向——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挑判一
、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宗教批判革命性变革的标志（一）原始宗教最初是人们
基于实践活动的一种精神产品，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意识形式（二）异化后的私有财产生产过
程使得自然宗教发展成为宗教神学（三）宗教成为私有制下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二、马克思
在宗教批判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一）从批判对象上看，由单纯的基督教批判转变为对一切宗教的
批判（二）从批判的神秘性内容上看，由揭露宗教的秘密转向揭露商品的秘密（三）从批判的方式上
看，由理性的批判转变成为行动的批判（四）从批判的根据上看，由认识根据的批判转向社会根据的
批判（五）从宗教批判的结果上看，由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三、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上所
实现的变革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实现的是一场带有全面
性的哲学变革（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丰富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结束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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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从本体的设立到本体的信仰——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对于宗教的批判历程宗教型文化
一直以来是西方文化典型特征，宗教作为一种核心价值或文化基因，如同我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一样
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尤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悠久的西方文明中，宗教孕育出了
哲学最初的胚胎，哲学的母体中又滋生了科学的萌芽。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宗教让人们的灵魂找到了
可以栖息的家园，“天国”中的永生是人们超越有限的生命而通达无限和永恒的唯一方式，从而将人
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期待嫁接到希望中的彼岸世界里；哲学的智慧让人们的头脑更富于理性，它常
常以批判的述说方式时刻保持着对社会生活中每一个角落的审视，并以理性的魅力让人们信以为“真
”；科学使人的理性转化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通过改造世界来不断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让
人们相信人如同宗教中的上帝一样，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其实，回顾西方思想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充满着激烈的对抗，其中宗教与哲
学的冲突尤为壮观，二者在对抗中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西方文化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以至形成了当
下西方文化的格局。然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哲学与宗教对抗的背后是理论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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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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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马克思宗教批判的革命变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