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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前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
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
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
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
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
“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
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
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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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内容概要

《唯物史观的原像》内容简介：论述唯物史观的书，好像有很多，然而一旦我们去稍作列举说明，却
会发现出乎意外的少。即便这些较为少数的书，当其与近年来马克思研究的急速发展相对照时，最终
也只有作为“经典”的意义存在。我想，要真正实现唯物史观原像的体系再建构，还需要相当长的年
月。虽说如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愈发广泛高涨的今天，至少，大家都希望能够出现基于近年马
克思研究的成果的哪怕是概述也好。
虽然笔者并没有写作概说式论著的能力，只是在外界的不断怂恿下才不顾才疏学浅，对时下马克思恩
格斯研究中显露的唯物史观的原像加以素描，依照其粗线的轮廓作了如下描述。
在阐发前人学说的时候，与其摘录各个基本的命题，莫如致力于凸显支撑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和范畴
的构想。为此，虽然这不能不是纯粹介绍性的记述，可是，我打算将自己大胆的解释性的个人见解以
定言的形式推出。还有，虽然也注意尽可能做到平易的叙述，但由于存在篇幅上的制约，也可能随处
留有论说不周之处，恐怕反而散落着一些难解的地方。
回头来看，《唯物史观的原像》的执笔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也有两三次转用《唯物史观的
原像》部分原稿作为独立论文的过程。由此使得出现《唯物史观的原像》的若干地方与已发表的论文
的一部分相重复，读者若对上述成书经过予以体谅，笔者则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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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书籍目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代译序前言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确立过程　第一节　从哲学人本学到社会
存在论　第二节　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哲学”的分析　第三节　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地平第二
章　唯物史观的根本构想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基本构想和基础范畴  　第二节　  阶级斗争史观的基
础与历史规律　第三节　社会的生产协动关系态与阶级国家  　　[补遗]列宁国家论的范围第三章　唯
物史观与革命思想　第一节　从乌托邦到“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节　革命主体的形成与群众运动的
物象化　第三节　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存在论的范围后记附录　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　异化
概念小史   　马克思主义与自我异化论　马克思主义的地平与物象化论　黑格尔与“关系主义”的潜
流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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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章节摘录

　　当社会学的省察历史地登场的时候，政治学的省察和经济学的省察作为体系而登场的场合亦然，
这就是所谓“综合的”社会学一社会哲学——一种历史哲学的省察。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被称
作社会学鼻祖的康德、斯宾塞、施坦因就很容易理解。与这种所谓综合社会学大致同时形成的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观、唯物史观，在这一点上也与之具有某种共同性。　　当然，关于“社会”的省察在综
合社会学登场之前就存在。作为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出现法源论、政体论、道德论等的十七
、十八世纪的社会现象中，反而更能读出典型的“近代的”社会观。但无论如何，在十九世纪中叶社
会学作为社会学而形成的背景中，通过促使其对以前的社会观进行反省的历史现实所显露的这一事情
的中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鼻祖们的社会观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特质。　　这里所指的特质，当前可看
作为“社会有机体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否就是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作类比这件事本身并不是问
题。承认社会这种东西在作为其“各个部分”的各个个人的集合中，具有其不可还原为个人的固有存
在性，乃是问题要点之所在。确实，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理论也不全是社会契约论，国家权力亦从
各个个人那里，将“独立化”这一事态纳入自身范围。社会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力的独
立化”的说明，甚至可谓赋予权力的尝试。但是，承认作为社会的社会固有存在性，承认在各个个人
的行为中不可还原固有规律，这在十七八世纪的社会理解上尚不构成问题。然而，十九世纪的综合社
会学，是通过“社会有机体”的形式，将社会这种东西作为独自成类的存在来把握，由此开始形成以
这个“社会”作为对象的社会学。
　　若不厌重复再说一遍的话，十九世纪的历史的现实是，社会这种东西，第一次被作为与各个个人
的意志行为俨然相似的、独立的、固有的、实在的现象来把握。它已经不再可能通过过去的社会契约
论这个形式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即社会这种东西是作为各个个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的透明复合
来理解。在这里，始得形成以被意识为固有实在的“社会”为对象的学问=社会学，它的鼻祖们是通
过将这个实体化了的社会运动规律与生物有机体加以类比进行讨论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现象
物象化已显著化的历史层面，与社会学鼻祖们共有这一条件。背负着这一事实，唯物史观和综合社会
学存在分有共同的主题的一面。可是，即使撇开针对条件的意识形态不同态度这一点，在自为地拒斥
综合社会学所陷人的“社会”“历史”的拜物教化，并且探究这个“拜物教的秘密”方面，马克思恩
格斯的唯物史观也确实已然超越综合社会学的地平。　　社会这种东西，的确表现为似乎是独立于各
个个人的行为的固有实在。但是，社会并非完全脱离各个个人的行为的独立实体。这是无论任何一个
社会实在论者都知道的。不过他们未能探明社会现象与各个个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学理
的把握。社会这种东西之所以表现为似乎是独立于各个个人的行为的固有实在，与“资产阶级社会学
”未能探明这是因为各个个人的协动行为被物象化和被形象化，以及其具有怎样的机制相对，唯物史
观的确将之作了自为化的探明。　　唯物史观，确实在对社会现象的物象化及其机制的自为化中’，
开拓了对社会的存在结构和历史规律性作学理把握的地平。作为对这个地平的宣告，唯物史观是“作
为学问而出现的面向未来的一切社会学的普遍性”。但我们必须一并铭记的是，唯物史观不单是“社
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既然是以对象的知识体系为志向——即便实际上还停留于备忘录式的素描—
—就应该具有作为真正的综合社会学的性质，也不单是“哲学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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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至今为止追踪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的过程，并对他们的哲学、思想的一个个具体课题进
行了主题论述和考察，但是一直没有进行体系性的重新建构。　　在这一次的“我的著作”中，我对
我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轮廓进行了勾我也在反省是不是操之过急，但我想，需要尽快地打破俄国
马克思主义的畸性化“体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狂想曲”两相互补的现状。为此，我通过这一著
作，用我的蛮勇做一次投石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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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精彩短评

1、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2、　　作为主编以加强学术本土化来选编。旨在译介域外理论研究动态，折射他人学术之光，进而
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为了给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我们按照类型来进行选编，内容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最新最重要的学术动态和热点问题；二是拾遗
补缺，汇编名家经典，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3、讲唯物史观，没看到有谁能讲得好的。我觉得广松还行，他有好几个地方契入得比较到位，使得
相信他是真研究而不是假研究。
4、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旅途中看完本书的pdf版正文，有时间还会再看一遍正文和遗
漏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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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原像》

精彩书评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批西方当代学术论著，在读书界、学术界、出版
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有相当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意识到，将
西方著作译介到中国来不但有利于开阔眼界，交流文化，而且对建立自身的民族文化也会产生相当重
要的影响。于是便产生了第一次翻译热潮。介绍过来的作品当然主要以文学著作为主，但其中也不乏
《天演论》这样的启蒙思想著作。梁启超、鲁迅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上个世
纪80年代，经过了多年的沉寂，改革开放激活了被十年文化浩劫摧残了的文化界。在极度的饥饿之后
，人们充满了对新知的渴望。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国又出现了一次翻译西方著作的潮流。不过，那
次翻译热潮不过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后，一种带有“补课”性质的引进罢了。 　　90年代以来，
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们又迎来了第三次翻译大潮，而且这次要比上两次成熟
不少。这不但是因为在一个文化多元性的世界中，开放性和宽容性使得我们可选择的对象更多了，而
且中国学界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思考，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对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
有了更多的认识。直观上看，这次翻译大潮基本上跟着西方学术前沿滚动，但它关注的目标并不局限
于学术主流，一部分边缘化的激进话语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我认为，出版界在译介国外当代学
术著作方面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跟西方学界同步，即西方热什么，我们就跟着介绍什么；二是逐
步走向规整，也就是说，各个出版社经过调整后开始向自身的学术建构复归。这第二个阶段就真正是
得益于我们自己的思考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就是在第二个时段中产生的。 　
　作为主编以加强学术本土化来选编。旨在译介域外理论研究动态，折射他人学术之光，进而实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为了给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我
们按照类型来进行选编，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最新最重要的学
术动态和热点问题；二是拾遗补缺，汇编名家经典，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
其内。 　　这套译丛包括哪些系列？ 　　我们选择以低姿态进入学术翻译市场，从选择介于通俗和
学术之间的著作入手，因此开辟了“媒介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新学科”等系列
，出版了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大师麦克卢汉的精选集、英国著名学者阿伯克罗比的《电视与社会
》、法国后现代大师让·鲍德里亚的名著《消费社会》、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
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英国学者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的《后殖民
理论——语境、实践、政治》和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等书。在这些书中，既
有概览性的著作，也有介绍性的导论，还有经典性的名篇。 　　长久以来，中国的学术翻译传统深受
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大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西方社会的中心区域及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的状况。为了
克服这种偏向，我们即将开设“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书系”、“现代日本学术书系”和“
广松哲学书系”。其中广松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量级人物，他在日本民族文化之上，对科学
精神、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做了较好的整合工作，并以一位日本哲学家的身份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
著作。这位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消化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上，结合民族性的特质，再重新生成
具有新质的作品。应该说，他是开始了自己思考和实践的东方思想家的代表。中国今天的学术界状况
与广松所面对的语境极为相似。广松的代表作《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存在
与意义》（第1—2卷）的中译本近期内都将出版发行。 　　此外，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散落着一些重要
而又深奥的经典性文献尚未被译介过来，因此经典补遗仍是我们的重头戏。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出版
了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即将出版《权力精英》和《白领阶级》等著作。另外，不少大师级的学
者不仅撰写了宏篇巨著，还发表了许多经典性的中短篇论述。为此，我们专门开设了“大师精粹系列
”，为读者提供一部分必须阅读的经典文本，如《卡尔·曼海姆精粹》、《沃伦斯坦精粹》等。　　
定位　　大学出版社要生存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但优秀的大学出版社的立足点都是学术先导。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为学术建设和教学服务。　　目前我们的学术发展还处
于重要的积淀过程，因此翻译国外最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样也是大学出版社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译介
国外学术专著方面，大学出版社有自身的优势。具体而言，我们会以这套《译丛》向国内学界推荐有
建设性的学术导向标，其中既包括学界的最新动态，也包括某些属于前沿但又未成定论的东西。例如
关于科学与后现代的讨论，我们即将推出《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世纪论争系列）一书，并以此
为基点，导引出西方在此方面的一系列论争。 　　译介学术本身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要
坚守自己的出版宗旨，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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