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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内容概要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野》内容简介：如何在当代哲学思想语境中推动辩证法
理论的深化，探求辩证法的当代合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在此问题上，
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反省并回答：辩证法究竟属于“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的范畴？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在“理论理性”的层面和立场上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结果使辩证法陷入了深刻的困境。超越
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克服“理论理性”的幻觉，把辩证法理解为内在于生活实践并推动生活实践的
“实践理性”，这是拓展辩证法研究的思想视野、深化辩证法研究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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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

贺来，1969年7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96年在吉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复旦大学哲学
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0年1月开始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2001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吉林大
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研究员。兼任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
主任和人文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曾于1996年10月至1997年2月赴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作为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赴美国斯坦福
大学从事学术访问，2011年5月至8月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牛津大学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被聘为2008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2007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
家级人选，2004年入选首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在全国近四十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有《乌托邦精神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宽容意识》、《辩证法的生存论基
础》、《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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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纠缠及其自我拯救  一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纠缠：理解辩证
法历史命运的关键性事实  二  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纠缠的后果  三  “独白”、“暴
力”与“他者”维度之丧失：“反辩证法”的“辩证法”的重大后果  四  “辩证法”的解放叙事及其
“独断”和“独白”性质第二章  “幻象逻辑”的超越与辩证法的实践理性向度  一  作为理论理性的辩
证法与“幻象逻辑”  二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纠缠：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深层冲突  三  生活实践作
为“无条件的总体”与辩证法的实践运用  四  理论的“有限性”与实践生活的“无限性”：实践哲学
视野中辩证法的基本矛盾  五  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野第三章  现代
社会生活与辩证法的实践理性意蕴  一  “理性多元论”事实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后形而上学”性质  二
 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视角的无限性”的矛盾：辩证法的重大课题  三  辩证法：
社会生活的实践理性  四  辩证法与生活世界的理性——以伽达默尔的辩证法探索为个案第四章  辩证法
的实践理性意蕴与“人的存在”  一  “死”的理论概念与“活”的人的存在：哲学所面临的重大矛盾  
二  有限理论视角的“无限化”与“人的存在”的抽象  三  人的实践存在与辩证法作为“人的实践诠释
学”第五章  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与后形而上学的自由观  一  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辩证法与自由
观的两种面向  二  理论理性层面上辩证法自由观的困境  三  “终极调和状态”与辩证法的独断性  四  
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及其自由观第六章  实践理性层面上辩证法的“发展观”  一  
“发展观”的现代性语境与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  二  “永恒现在时间观”与辩证法的“反发展”
倾向  三  “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辩证发展观第七章  实践理性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一  “虚假的实证
主义”与辩证法“批判本性”被遮蔽的根源  二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形上维度”的拯救  三  形而
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与辩证法批判本性的解蔽  四  “后形而上学”视域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五  辩证
法的批判本性与哲学的“形上维度”结语：“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的任务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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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此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
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辩证法所蕴涵的这种总体性逻辑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论证并赋予现代性
以整体主义的独断气质。这集中体现在：第一，现代性进程被理解为朝向某种既定的终极目标发展的
内在进程，而人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被视为通向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然环节，所有的矛盾与曲折，
最终是为了某种终极目标的实现。当人们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时，在深层所表达的正
是这层信念。这种信念是辩证法总体性逻辑的题中必然之义；第二，既然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总体性的
进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自由及其权力在此过程中必然面临这种总体性逻辑的挤压而难以获
得其应有的独立空间。这并非说在这种现代性的论证中缺乏“个人自由”的话语，事实上，在“主体
性”和“实践人类学”的解释模式对现代性的论证中，人的地位和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
，在总体性逻辑支配之下，“人”实质上成为了完成某种历史目的而存在的“大写的人”，在这种“
大写的人”的阴影下，感性的、作为专名的“个体”被抽象成模糊不清、无足轻重的空幻存在，这是
总体性逻辑的必然后果；第三，在总体性逻辑的支配之下，现代性将失去自我批判的精神，失去容纳
异质性因素与“他者”的空间，其结果是现代性有可能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威话语而面临失去活力、陷
入僵化和封闭的危险。总体性逻辑是拒绝对自身进行前提性的自我批判的，它关心的是由这一逻辑所
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实现与完成，而这一进程所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失等则处于其视野之外。
同时，这一总体性逻辑既然是“总体性”的，就意味着它视自身具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
完备性与自足性。在此逻辑支配之下，一切异质性与“他者”都必然被视为虚假之物而遭到排斥与清
洗。这一点，现当代哲学家，如阿道尔诺、福柯、德里达、列维纳斯等已经从多方面作过深刻的批判
。这并不是说，在黑格尔为代表的精神辩证法中，丝毫没有考虑“他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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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编辑推荐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野》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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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精彩短评

1、有所见略同的感觉，超喜欢！
2、贺来先生研究辩证法的系列作品之一
3、贺来沿袭吉大哲学传统，对辩证法颇有研究，且有自己独到的体会。
4、多学学辩证法，对生活有好处
5、重新在实践理性的领域去理解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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