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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的指针已经指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一个伟大的时代往往产生深刻的思想，而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造就了实践的辉煌，同时也极大地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哲学观点和形态的创新，而且更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突破了
过去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单一模式，展现出深刻的多样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和教科书改革，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结；从文本一文献学解读模式的
确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思；从对话路径的探索到“反思的问题学”研究的把握，从马克思主义
出场学视域的提出到各种方向研究的创新等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深刻地表征着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本质。
深描这一重大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图景和范式样态，汇集出版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自选的
论文，既可以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验，更为海内外学者深度了解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基本脉络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早在10年前（1998），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就领衔主编了与本书同名的文集，同时全面梳
理了国内著名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理解。
以为海内外学者画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差异化理解相互关系的学术地图。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理解模式为根据，邀请全国老一辈及知名中青年学者30余名，各提供23篇
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能够代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形态理解的论文，汇集成书，共分成8种
理解模式，虽然该书在学者选择上有所疏漏，分类标准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出版后依然在学界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许多学校将该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的必读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容概要

在迈入21世纪新形势的当下，全面总结、系统回顾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知识路向，无疑有助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第一部汇集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老中青三代、不同研究范式研究
成果的高水平论文集，共收录了我国近50位著名、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撰写的80篇文章。
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为主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范式、哲学史论研究范式、文本
学－文献学研究范式、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中国化研究范式、对话研究范式，出场学研究范式、
哲学研究方向的创新八大方面，系统地反映我国新时期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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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平，哲学博士，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副校长，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教指委成员
，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常务理事，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
长。
长期致力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场学研究，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
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等十余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多篇。
多次获得江苏省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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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三大问题  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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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思考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  本章导语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论马克
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  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与远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关系之考察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多维视野  研究范式与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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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哲学本性的基地上探寻哲学发展之路  作为价值哲学的马克思哲学  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
克思哲学  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两个不同维度  先验的自由与经验的自
由  当代视野中的实践观  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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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是不会终结的。
只要人存在，哲学就不可能终结。
因为人只能以人的方式存在，他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中都存在哲学。
思维不可能只是直观的具体的思维而不进行抽象思维，实践不可能是本能的而没有自觉意识的。
哲学家的哲学只是对这种现实的哲学思考。
可是对某种哲学形态来说，却是可以终结的。
这种终结往往意味着哲学形态的不同程度的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曾多次倡言“消灭哲学”。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消灭哲学”是在特定历史境况中有具体针对性的哲学革命口号。
“消灭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探求创立一种以变革现实为目的的哲学，以一种新的哲学来代替
传统的思辨哲学内容的浓缩口号。
所谓“消灭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消灭那种把哲学视为科学之科学，视为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把
自己臆想的联系强加于各门实证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的传统，真正使哲学成为一种世界观，而
不是包罗万象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原则。
实际上，这种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真理的哲学是与人类的辩证认识规律相
矛盾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就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
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和公式。
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他们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时，说它“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
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
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表明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的消灭，而哲学仍然以世界观的形式作为
自身的存在方式并真正发挥哲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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