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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男，安徽明光人，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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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文科学校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哲学原理》《政治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全文转载15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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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幽灵与质性
二、反思与建构
第一章　通往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方法论澄明
第一节 反思“平权地解读马克思”与马克思质性吁求
一、诠释学根据与“吊诡”的解读“张力”
二、传统研究范式“解体”之后的“标准”空场
三、“理论硬核”的辩证关联及共识中推进
第二节 原创法度：“面向事实”抑或“面向文本”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二、“脱节的时代”、人类理想与马克思学说建构
三、社会转型、中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
第三节 从“学院化致思”到“化理论为方法”
一、“传统教科书批判”与“存在论”转向
二、“学术生产”的限度与马克思哲学的使命
三、“化理论为方法”与“顶层设计”
第四节 超越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双重偏离
一、马克思与“哲学终结论”
二、走向“历史科学”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话语分析”
第一节 “重新理解马克思”之重思
一、“对立论”解读模式反思与追问
二、范式转型的实质勘定
三、“学术化诉求”还是“中国化问题”
第二节 本体论“论争”
一、哲学范式转型框架内的“实践本体论”
二、存在论之“在”的优先性
三、“哲学之外”透视
第三节 认识论“审理”
一、范式转型的“解读景观”
二、列宁“反映论”与海德格尔“去蔽说”
第四节 哲学范式转型中的“马恩关系”
一、“对立论”与“自然辩证法问题”
二、乔·诺瓦克对“马克思一恩格斯”关系的清理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生成逻辑”
第一节 诠释资源的嬗变
一、参照系延展
二、“另类”的“一元标准”
三、学术自觉与整体性
第二节 诠释文本的重新“定位”
一、研究策略
二、手段溯源
三、“一以贯之”
第三节 “教科书”中的诠释个性化
一、“论坛哲学”个性化的追问
二、“讲坛哲学”个性化遮蔽
第四节 诠释路径的“人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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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唯物主义的引入
二、人本化理解及其问题
第四章　“阶级范式”与“中国问题”：研究范式的建构路径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切入“中国问题”
一、作为“解释原则”的“历史”
二、深入“现实历史”中塑型
三、“面向中国问题本身”的辩证智慧
四、现代性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契合”
五、资本逻辑批判
六、双向互动
第二节 范式设计的“顶层问题”：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例阐释
一、研究视角
二、思维教条
三、理论态度
第三节 研究路径的“顶层设计”
一、唯物主义的“物”与“阶级”概念
二、阶级关系的存在论
三、面向“事实本身”的政治透视
第四节 “阶级范式”阐释根基的转换与误读
一、“重构”的境遇转换：出场学审视
二、阶级范式的理论“硬核”
三、走向“阶级范式”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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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原创法度：“面向事实”抑或“面向文本” 事实总是以复数形式存在，异质性是其
基本的特点。这种异质性的事实本身必然致命地打击理论对于现实所作的抽象同一性。单向度的理论
舍弃了事实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从而破坏了理论创新的基本机制。马克思自身在人类解放的理
想中，面对“脱节的时代”不断走出前人的理论襁褓，而创新机制在于对当时时代的现实把握。当今
，在中国转型时期，身处全球化时代，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面向文本”的主体迷失现象。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事实本身视角与文本视角的“互文性”阅读的方法论中是必要的，而且“面对事
实”是更高的创新法度，但并不是要否定“面向文本”的价值，而是将面向事实作为了理论研究的皈
依。 从原创性思维的创生机制来讲，娴熟于文本以便勾连自身理论与前人文本的习古斋院式做法，背
离了理论原初关切的事实本身，封塞了真正的创新通道，从而直至在封闭的理论自我中彻底滑向了自
说自话的经院理论。同样，当创新性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互切入时，“面向事实”的要求被
提上议题，并直接赋予了创新的使命。而学界一直以来坚守的“面向文本”本身开显马克思主义的做
法必须得到学理上的合法论证，即必须能够证明整个知识的理论谱系是严格按照线形叠加的实证科学
意义的方式累积而成的。在两种创新的手法上，前者规制着真正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萌
生，而后者则极易成为了保守、惰性的原创栅栏。如何处理文本与事实的关系，随之进入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反思的论域。 一、异质性事实、单向度理论与创新模型 一般来讲，当人与现实
世界相照面，无论是对社会的操心性的静观还是对社会烦忙似的实践，均无法逃离出对社会的发展付
诸于理论——赋予个人的“理论前见”。而一个现实的事物必然处于相互缠绕复杂的关系网中，从而
具有了多个普遍性质，“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其最后原因乃是：个别事物是多
方面的。它和不同的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同一个别事物是不同关系里的不同关系者。不同关系者不
但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还可有极端相反的性质。因此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同一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譬
如人——即以‘少年苏格拉底’所举的为例——就他和他的身体部分的关系，他是一切部分的总和，
于是他是多；就他和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单位，于是他是一。这样，一和多两个极端相反的性
质在他里面结合。个别事物是多方面的，是由多而成的一；极端相反的性质在它里面相互结合乃是必
然的。”①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性质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的现象。在哲学史上，首次遭遇这一哲学事件
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正是因为对作为复数的社会现实采用了同质性的单数思维，将丰
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化，剔出了差异与矛盾的一面，这也就是柏拉图理念论居于至尊地位的本质因由。
在面对异质性的事实时，柏拉图以相论道，认为同类的具体事物具有个体的差异，理念（eidos）则为
异质性事实中的共性质点。从而理念变成了“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
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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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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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不错，我十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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