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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乌托邦-凤凰》

内容概要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由王浩斌编著。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怎么起源的
？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社会主义概念的原初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
与政治伦理生活的共同体具有什么内在联系？市民社会到底是政治(伦理)共同体还是自私自利的个人
所构成的经济组织？带着这些问题意识，《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以市
民社会概念的历史与逻辑演变为中心主线，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个系统性的思考。与这种思考同步发生
的是，《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在研究方法上作了一个大胆的?试，即
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文本、历史与现实的三重读解，在此基础上，打开了一个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
哲学的新空间，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了
一个新的定义和构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物质”范畴根植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政治经济
学具有自己的历史意识、政治立场与认识论根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策略离不开我们的哲学、历史意
识与政治经济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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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最初是由古典经济学提出来的。然而，尽管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已
经意识到经济力量在政治问题中的决定性意义，但又走向极端--以经济（财富）作为政治的价值基础
，从而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永恒性，走向非批判的立场。在《国富论》中，斯密从财富发
展的视角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
财富的生产，是最文明的社会，实际上，这一判断正是“历史终结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正是在这
一点上，马克思与斯密等资产阶级学者分道扬镳了：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进步，但它
毕竟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也不是任由“看不见的手”支配
的放任自由，更不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同样是强调经济分析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
，马克思又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着重大差异。古典经济学家从两个维度来考察生产方式，一部分人强
调生产技术与生产力的视角；另一部分人强调社会关系。属于前者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对生产力发展的
强调（李斯特等），他们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区别了几种社会形态，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等（晚近如丹尼尔·贝尔等人也可归到这一理论维度）。属于后者的有斯密、洛贝尔图
斯，他们更为关注生产组织等制度层面的领域。而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
证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运动，并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静态地（非历史地）、单纯从一个视角
出发（非辩证的），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又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 马克思
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中世纪神学政治学中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最高实在）是由上帝来担任；而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是由市民阶级
的经济理性中推演出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及其自发形成的“自然秩序”与“看不见的手”作为
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些政治哲学命题都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价值悬设--抽象时人。马克思则从
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类的合法性地位，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
理解与把握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由此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在
马克思看来，正是生产方式中的现实支配力量在思想层面上意识形态化为“社会意识”、在哲学上本
体化为“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因此也是历史现实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因此，旧哲学与生产方式
及其所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而马克思的哲学
革命正是由此引发出来，并成为革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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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是《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丛书之
一，由王浩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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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术界要是多一些这样的书，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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