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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问题论略》

内容概要

《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问题论略》，本书由刘宗碧著，比较地看，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对
学界关于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的研究进行了专题概述，比较深入地梳理和评述了从苏联以来学界的各
种观点，突出评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研究
成果，这对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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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碧，1965年生，贵州天柱人，198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访问学者，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曾任《凯里
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学报主编，现任凯里学院价值学与经济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唯物史观和价值学。迄今主持完成教育部、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等共9项，出版专著1部，在《学
术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两次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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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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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哲学变革”问题研究概况
　第一节 教科书体系对变革问题研究的传统理论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变革问题的主要学说
　第三节 新时期国内关涉“变革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
第二篇 “哲学变革”学理理解的基础性问题
　第一节 变革近代哲学问题研究的几个关系
　第二节 变革近代哲学学理的四个基础性层面
　第三节 变革近代哲学的理论主题与论题的关系
　第四节 变革近代哲学的学理结构和内在耦合运行
第三篇 “哲学变革”内容的基本论题和学理
　第一节 实现哲学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统一
　第二节 转入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革命意义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逻辑阶次的构建
　第四节 唯物史观理论内核的基点及其关系
　第五节 辩证法的“抽象”与唯物史观
第四篇 “哲学变革”和《巴黎手稿》的思想
　第一节 《巴黎手稿》的双重抽象批判及其关联的意义
　第二节 《巴黎手稿》中的两个批判尺度和唯物史观的形成
　第三节 《1844年手稿》的“自然的异化”及其逻辑
　第四节 《1844年手稿》的“财富主体本质论”和对黑格尔的扬弃
　第五节 《1844年手稿》对“抽象人本主义”的克服
　第六节 《巴黎手稿》对新辩证法建构的尝试
　第七节 《巴黎手稿》双重异化批判和马克思新经济学逻辑的孕育
附录 唯物史观和人的本质理论的正确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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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内在观”观点则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和国内近年的一些观点。它们把马克思
主义置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这个背景下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
，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发展构成视点来观察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变革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内在观”来研究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关系的，就这样一种
思路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阿尔都塞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深专家广
松涉。阿尔都塞提出的是“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理论”的理论，广松涉提出的是“从‘异化论逻辑
’到‘物像化论逻辑’”的理论。广松涉与阿尔都塞一样，以1845年为界线划分了两个时期的马克思
，认为前期属于“异化论逻辑”的展开，后期是“物像化论逻辑”的转换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整个哲
学的发展过程经历这两个逻辑的转换。国内学者中，陈先达的“异化史观和人道主义的超越论”，孙
伯鍨的“两次转变论”和“两条逻辑论”，张一兵的“非线性生成论”中的变革思想，唐正东的“交
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渐进成熟论”中的变革观，等等，都属于“内在观”的研究观点。　　“外在观
”与“内在观”在学术论争中相互排斥，往往形成对立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问题上
，二者应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不区别二者，就无所谓“变革”了，在逻辑上二者必然被理解为两个
不同的东西；另一方面完全割裂对待，当作两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像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比较这
样的模式，是不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端于西方哲学这个母胎，它与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
代哲学是一种“扬弃”的关系，同时马克思哲学本身也具有内部的“扬弃”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在内外两个“扬弃”关系的互动中实现生长的。这样一来，问题本身应有“内在观”和“外在观”的
辩证统一，而不是持之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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