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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标志着政治哲学在西方国家开始复兴。
之后，一大批政治哲学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学派之间的争论与交
锋。
在中国，近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自由、平等、公平
、正义、权利等成为高频率使用的概念。
政治哲学在中国兴起的深刻原因是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现代转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温饱
问题的解决，人们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新需求，而且要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改进。
因此，我们在经济领域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还要加快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改革的步伐。
近年来，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合理处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
关系的公平、正义、权力等价值规范的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现实社会背景下，探讨我国政治体制
改革和建设的路径、方式和价值指向，就成为重大的理论前沿问题，就成为政治哲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
我们看到，在我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不断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
曹玉涛博士的专著《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就是政治哲学研究的较有学术分量的成果之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

内容概要

分析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于英美地区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它主张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工具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相互关联
的三个部分，即方法论、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
本书在概述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特征和宗旨的基础上，选取了它的规范理论即正义理论
作为研究的对象。
    分析马克思主义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是赞成还是反对
正义？
2.马克思缘何批判资本主义？
3.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吗？
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主题安排篇章结构，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分析马
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本书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维度，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内容和性质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批判。
并且指出，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其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探讨在
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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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洛阳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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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马克思显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以及预测其未来进程。
他谴责资本主义，赞美社会主义，他的著述充满着或明或暗的道德评判。
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对异化和奴役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到《资本论》中对工厂劳动条件
和剥削后果的抨击，表明马克思对伤天害理和暴行的愤慨，以及对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对先进产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同样充满道德批判，马
克思也赞同该著作揭露了“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与[道德]摧残”①。
在马克思的实践社会主义视阈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且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一
种形式，是一种政治见解，实践和道德信念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
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那种“价值无涉”或伦理中立的科学社会学，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伦理观。
这种伦理观不管马克思本人说过什么相反的话，也不管它与其他社会理论有多么根本的不同，都在一
套诸如公正和自我实现的绝对道德原则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道德的这种“矛盾”态度，引发了后人的广泛争论。
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就掀起过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伦理的争论。
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词句，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多次
出现的段落，已常常为一些理论家引用作为证明马克思反道德或非道德的证据。
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勒的“新贡献”是分析和描绘了马克思理论的“非道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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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主持完成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论研究”的最终成果，
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完善而成的。
本研究还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有8篇论文分别发表于《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教学与研
究》等重要期刊上，其中4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
篇论文获河南省社科成果三等奖，2篇论文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使我不禁回顾过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1996年我大学毕业，有幸被推荐免
试到陕西师范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时任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门忠民教授，
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道路。
师大三年，我还聆听了刘学智教授、金延教授和武天林教授的教诲，是他们引导我进入了哲学的堂奥
之门。
尽管已有多年未曾看望，但心中常怀感恩和思念之情。
借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向他们特别是业师门忠民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
2003年我考取了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时值中国的改革开始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文化领域推
进。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迁，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
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
由此，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悄然兴起。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选择“政治哲学”这个话题来言说“时代精神”，便有了相当的合
理性。
南开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适时调整研究方向，由社会哲学进而到社会政治哲学，从而引领
了国内哲学界的“政治哲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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