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解放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解放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5345

10位ISBN编号：750049534X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社：杨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02出版)

作者：杨晓东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马克思解放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

内容概要

《马克思解放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简介：多年来，马克思在台湾是最大的禁忌，但是荒谬的
是，无论社会科学的哪一学科，举凡政治、社会、经济与法律等专门学术，开宗明义皆触及马克思思
想，所以纵使政府以强制力禁止人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然而并无损于马克思在社会学科中独树一帜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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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晓东，黑龙江林甸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
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价值规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已出版
学术专著1部：《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近年来在各类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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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作为一种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第一节 解放理论及其基本向度一 追求解放：人类获得自
由的基本样式二 马克思的解放理论的历史超越性三 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三个维度第二节 解放视阈中的
代价意识与科学发展一 代价及其规定二 代价与价值的辩证法三 社会发展中代价的限度及支付原则第
二章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放主题第一节 政治哲学的规范功能及其演进一 政治
哲学的规范性二 政治哲学的“德性”根基三 政治哲学的主题变换第二节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放主题
一 马克思政治哲学：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哲学之维三 马克思异化劳
动理论关于人的解放旨趣第三节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批判一 交换价值的实现构成自由和
平等逻辑前提二 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历史形态三 资产阶级视域中自由平等理念的虚假性第三章 政治解
放及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第一节 政治解放的历史功绩与局限性一 人的解放问题的缘起
二 政治解放的历史功绩三 政治解放：一个未完成的使命第二节 政治解放的当代价值一 政治解放的不
可逾越性二 宗教的精神关怀及其价值引导三 西方财产权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第四章 人类
解放与社会异化的消除第一节 人类解放：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人类解放思想的产生二 人类解放的实现
途径三 人类解放的发展与完善第二节 “两个必然”理论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一 “中产阶级”崛起
论对“两个必然”思想的挑战二 “两个必然”理论的现实性与“中产阶级”崛起论的空想性第三节 
在双重维度中全面把握共产主义的内涵第五章 社会解放与构建和谐社会第一节 社会解放的内涵一 社
会解放思想的产生二 社会解放：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中介第二节 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利益分
化和价值多元一 社会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反思二 利益分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 社会解放语境中的价值
多元问题第三节 现代性政治与政治民主化一 现代性政治的缺憾及其建构的反思二 政治：生活世界本
真意义中的阐释三 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政治参与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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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尽管如此，政治的存在仍然对人类的自由理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事物在其存在的特定阶段上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从人类蒙昧时代的氏族公社到对外在自然充分征服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人类的自由有其自身辩证
运动的发展轨迹。人类社会的政治阶段，就是自由本身自我运动的一个中介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政
治通过强化人类的生产关系（劳动组织形式）的方式，推动了人类对外在自然的自由能力的拓展，与
此同时，它也为进一步扬弃自身创造了必要的特质条件和充分的实践空间。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政治维
度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现
实的力量，人类的自由才能在外在自由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突破现有的矛盾范畴，实现人类自由的更高
层次的转化。这种方式无疑是政治的，它的前提也是政治的，这充分印证了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必然
规律，也说明了在政治社会中人类的自由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马克思期盼，在遥远
但可预见可实现的未来，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里有自由的思想、行动，以及理性、多产、
幸福和“社会”的个体。这个社会将在“全世界劳动者”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到来，它将意味着人类历
史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但是，政治毕竟是一种以强制力为基础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即意味着人在一
定意义上的不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的实现必然要以政治的自我扬弃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强调虽然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质的飞
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两个方面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人类自由的根本超越。首先，是因为它还只是
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形式，即使它只是最后的并且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其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
产资料公有制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仍然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只要人类社会的生产
力还没达到可以满足一切人的一切需要的程度，即使在这种公有制的劳动组织形式下，人们的劳动依
然可能是被迫的、不自由的，即他们是在“生存手段”的意义上劳动，而不是在“第一需要”的意义
上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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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解放视野中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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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不仅仅是囿于理论空洞说教,而是与现实结合相当紧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现实化和大众化的很
好读本，很有理论深度，启发人思考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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