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13位ISBN编号：9787214184486

出版时间：2016-11-1

作者：孙亮

页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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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拜物教批判、财产权批判的立体视角，深入阐释马克思阶级概念在其
文本中的总体内涵，进而从“现实之维”“形上之维”“历史之维”“实践之维”分析当代阶级概念
的理论背景与现实境遇，并梳理了当代西方学者消解阶级概念的逻辑演进。*后，在马克思政治哲学
语境中深入反思与批判“激进政治”思潮。该书重申与坚守了马克思阶级概念，不仅回应了当今国外
激进思潮，也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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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亮，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文本、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
法哲学研究。2015—2016年在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
：一个批判性建构》（2013），译著《超越后殖民理论》（2015）、《今日马克思》（2016）。在《
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家核心权威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0余篇。独立完成多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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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导言
第一章 马克思政治哲学语境中“阶级”概念的阐释视角与原则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政治哲学的两个向度
二、“规范政治哲学”的颠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运思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话语建构
第二节 拜物教批判
一、“资本主义政治的特殊性”
二、“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性”
三、拜物教批判的阶级意识维度
第三节 财产权批判
一、财产权:从自由的确证到贫困的责难
二、“历史地”考察财产权
第二章 马克思文本语境中阶级概念的总体内涵
第一节 “前”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谱系学考察
一、古希腊时期的“阶级”观念
二、近代时期的“阶级”观念
第二节 阶级概念阐释的难度与形成要素
一、难度
二、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第三节 “阶级人”与阶级概念的多重维度
一、逻辑起点与真实主体
二、“阶级”的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
第四节 “深入历史的本质一度中”的阶级政治
一、阶级斗争的存在论根基与实质
二、经济的政治:阶级政治的建构
三、常规与断裂处的阶级政治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概念在当代的理论与现实境遇
第一节 现实之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社会影响
一、协作、手工与现代工业
二、社会存在: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第二节 形上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转型
一、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时代
二、后形而上学转向中政治思维的挑战与变更
第三节 历史之维:进步主义的“质疑”
一、进步主义的确立及其当代“遭遇”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进步”
第四节 实践之维:从阶级革命到新社会运动
一、“1968,五月风暴”:新旧社会运动的分水岭
二、“新社会运动”的认知定位:基于六个特点的分析框架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概念的当代理解及其反思
第一节 逃离“生产”的“阶级分析”:韦伯与伯恩施坦
一、“生产”到“市场”:韦伯对阶级分析的语境置换
二、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规范”:伯恩施坦的政治规划
第二节 基于“福特主义时代”的阶级“解构”
一、爱德华·汤普森的“社会—文化”的阶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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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的阶级观
三、郝伯特·马尔库塞的“人本主义”的阶级观
第三节 “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阶级“终结”
一、继续远离“生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
二、“话语解构”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
三、从“对立”到“对抗”:消解阶级政治的“社会”概念
第四节 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去阶级化的核心策略
一、列宁的“政治优先性”开启
二、葛兰西的“集体意志”的主体构造
三、“偶然性逻辑”的确立与批判
第五节 资本逻辑形态的嬗变:对“阶级解构”的一个反驳
一、“中断手稿”的续写与反思
二、社会冲突“场域化”与资本形态的“多元化”
三、重返“阶级话语”的理论召唤
第五章 勘定“去阶级化”的激进民主政治与马克思政治哲学诉求
第一节 “去阶级化”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的构想
一、基本判定
二、激进民主构想对社群主义的批判
第二节 激进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一、语境主义的批判
二、透过维特根斯坦重审
三、走向一种竞争性的多元民主
第三节 “去阶级化”的规训统治与总体性批判
一、“事物化”与规训的“物质形态”
二、“物化”与规训的“观念形态”
三、“总体性批判”与西方激进左翼的理论限度
第四节 激进民主政治路向的再反思:一种建设性思路
一、置于“实践智慧”语境的重审
二、“政治解放”的价值重塑及其“理论功绩”
三、汲取的不是结论而是其思考的能力
第五节 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的终极追求
一、阶级革命:理性的构造抑或社会结构性的对立
二、阶级解放:超越自由主义的人的自由实现之途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5



《重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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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