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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手稿》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巴黎手稿》展开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早期马克思的新解释，即马克思是在《巴黎手稿
》中完成了从早期马克思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转变。这一新解释在国内尚属首次提出，极具创新性，
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本书研究过程中吸收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文献学和
手稿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手稿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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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立新，1966年生，内蒙古赤峰市人。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2000年日本一桥大学社
会学博士毕业。199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室工作，2000年入日本东京HIAS教育研究所工作
，2003年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哲学系工作。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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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清楚明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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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韩立新教授这本《巴黎手稿研究》绝不仅局限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的思想，他把早期马克
思出现的诸多哲学概念用一条全新的“个人到社会演进”的路劲一一解释清楚，文本严谨，逻辑论证
严密，见微知著，此书是韩立新教授对马克思研究数十年来的成果！某种程度也呈现了韩立新教授整
体的思想，我极力推荐马哲学生都好好读读这本书！
2、韩先生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我有幸早几年就在北京读过。其中有一些，例如第十二章谈到的第
三手稿共产主义问题，是我做本科论文时他指导我的内容。关于《精神现象学》和《耶拿手稿》的部
分，则是韩先生较新的研究成果。韩先生对《穆勒评注》和「交往异化」这一概念的强调是著名的，
他试图通过「交往」和「社会」这组概念来解决所谓「马克思问题」，亦即马克思存在的思想断层问
题。长期以来，学界formulate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人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来刻
画出一种马哲史上的前后不一致。韩先生的办法，则是用自由自觉的主客体关系，亦即孤立人关系，
与社会的交往逻辑进行冲突，并试图证明马克思是在《评注》中完成这一转变的。我当然认为这个办
法非常重要。本书第五到第十章里的内容，确实思路明晰，是而极其扎实的文本分析。然而这两年当
我回看韩先生，以及南京大学几位老师的论著的时候，总是想起来自己本科答辩的时候，委员会主席
唐文明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遵循这样一种线性的水平高低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的
文本？彼时我大概并不十分清楚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现在则大致有了一点头绪。我们站在何种立场
上——除了阿尔都塞的立场之外——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高过人道主义？或者成熟的马克思高过早
期的马克思？兴许这个问题还是能有直观的回答的。毕竟从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按常理」
揣摩，他的思想很可能会逐渐成熟。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哲学史的争辩远不止停留在马克思本人身
上。相反，例如在本书里，较之黑格尔和斯密，费尔巴哈是水平低的；较之马克思，赫斯是水平低的
。通过这样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建构马克思整个bibliography里的水平序列，然后来判断在哪个点上，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跳到了黑格尔与斯密，从而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这种办法当然未必是不
正确的，但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必要的，我感到困惑。诚然，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里使用的wording差
别很大，对于断裂说的支持者而言，使用的逻辑差别也很大。但从observable的文本上的差异，到评判
两种不同逻辑的水平高低，中间存在着很大的断裂，甚至也许大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断裂。而评价其
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使用的逻辑的水平高低（而不是论证本身的亮点与瑕疵）则是更遥远的一步。在
何种意义上，我们称黑格尔是较高水平的？很可能，我们直观上是因为成熟期的马克思更多的吸收了
黑格尔、批评了费尔巴哈而认为黑格尔是水平较高的。但是，当探寻马克思何时从早期转化为成熟期
时，我们又去寻找他何时「真正地」投向了黑格尔的怀抱，我认为，这种论证才是真正的「aporia」
。早几年，我上韩先生的本科课的时候，有一位学弟这样问韩先生：「您解释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精彩
，但为什么一定要是马克思的呢？为什么不能是韩克思，或者别的什么人的呢？」韩先生当时的回答
是：「那当然不行，学术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似乎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比较水平
、谈论评价这种办法，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成熟期马克思至高」的underlying assumption。不仅仅是同
时期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在水平上始终未能赶上成熟马克思，连早期马克思本人也不能和成熟马克思
相提并论，更遑论那些相对而言更重视异化论，而不那么重视中晚期马克思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这样的水平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未必，但重要的是为何必要——为何需要做这样一种水平
判断。而我很难直接地不加论证地接受它。我非常赞同「交往」和「社会」这组概念的重要性，也确
实认为较之执着于人道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歧，这组概念更能精致地反应马克思理论的核心结构
。不过，摒除这种潜在的假设，我至多能看到马克思在44-45年左右的一些重要文献里所表现出来的差
异，而不是水平高低。而这些差异是直观的，从马克思在《手稿》和《提纲》里不同人类本质规定我
们就能够感受。解决这些差异的办法，彻底拉开一个思想上的断层也许是一种，去寻找一种逻辑上的
相互包容也许是另外一种——这种工作并不是没有人在做。我并不认为前者是无路可走的，抑或是不
重要的，只是一种具有高低比较的哲学史视角是否必要，我感到困惑。也许，未必只有一种做学术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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