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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马克思 的方法论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简要叙述了辩证法从思辨到实践的理论发展过程，重
点是以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为基础，分析比较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
差异及其对辩证法理论的影响。许菁菁编著的《基于马克思 的方法论研究》适合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
度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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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卢卡奇说，旧本体论的知识论倾向，使它在考察具体存在（对象性存在）之时，忽略了一
般性的存在实体（本体性存在）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过程，“把实体转化为主体的倾向归根结底并不是
以从哲学中清除实体范畴为目的的，应该动态地、历史地、与人类主体相并联的范畴来理解实体”，
虽然被实证主义忽略了的“实体作为变易中保持不变的本体论原则，尽管现在丧失了它作为变易的排
它性对立面的古老的意义，但由于常驻不变的东西被理解为现实的实际复合体中的连续地维持自身、
更新自身和发展自身的东西，由于连续性作为复合体的内在的运动形式，使抽象的和静止的常驻不变
成为一种在变易之内具体的常驻不变，实体概念又获得了一种更新了的更加深刻的有效性”。相对于
一般性的存在，对象性存在的意义是在表象的世界中，再现一般性存在的发展过程：“运动的永恒性
并不是以规定历史性的特殊具体性。以最一般的形式的来说，历史性的事物不仅包含一种一般性的运
动，而且还包含一种变化中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在某些复合体中就自身和就与其它复合体的关系来说
的质变中表现出来的。” 第二，卢卡奇在坚持存在优先于意识的前提下，仍保留了总体性辩证法只能
存在于社会运动中的思想。他认为，同样是一般性的存在，自然存在只能作为自发运动一般前提，而
“社会存在”描述的，却是人类社会自为的活动，即实践的一般性前提，只有社会的存在才能成为意
识形态的一般性前提，“现在生物学正在着手指明：从有机体对它的环境最初是物理的、化学的反应
方式中如何逐渐地产生了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形式，当然，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在社会存在才完成”16，
“人的存在的生产和在生产相对于其它功能的优先地位也是本体论上的”，因为“意识形态是由它规
定，即由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生活过程规定的”。 第三，卢卡奇从总体论出发，以能动的实践活
动为本体性存在、对象性存在的现实中介，将本体存在的一般性、必然性，和对象性存在之特殊性、
偶然性的关系，转化为存在论中的实践问题，拓宽了本体论的哲学的内涵。 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中，
“思”与“有”的跨界性是一个难以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在旧本体论中，主体以人创造出的
对象性存在为本体存在自身，以人在特定阶段的反思实践成果取代处于本体的运动过程，造成了两种
存在的脱节。卢卡奇认为，必须站在实践总体的高度，在坚持“存在总体优先于抽象意识”的前提下
，理解存在总体实践的历史历程，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的、全面的理解。卢卡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学
为例说”，马克思本体论的首要特征，是以“社会经济总体”为直接既定的存在，经济总体自身的本
质，决定了必须在总体的关系中理解对象性的存在，前者中的因果律制约后者存在形式，当“我们说
一个范畴相对于其它范畴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那么我们所指的仅仅是：一个范畴可以离开另一
个范畴存在，相反的情况就存在来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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