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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枬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
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在“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指导下，落实到一个新的哲学体系
的构建上。
构建的具体过程是首先以明确的对象、适当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内容和严密的结构等四项要求来分析
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是非得失，然后合弃其失误或过时之处，保留其科学成分
，并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包括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发展、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果和哲学研究
的新成就，构建一个符合上述四项要求的新的哲学体系。
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整体——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五个部门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和辩证唯
物主义方法论。
其中，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包括实践观，人学包括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是一部带有重大理论突破价值的学术著作，融汇了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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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意识形态性是哲学理论的社会历史本质，是哲学学科的他律规定性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
含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可以得到大致阐明：这一概念隶属于关于一切时代的社会结
构系统的学说，指的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国家和这种观念上层建筑共同依靠市民社会
作为它们的基础而得以存在。
①就其内容来说，“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尤其是一个
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
②就其社会本质来说，它既是社会矛盾在观念领域的表现形式，又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和实现利益的
手段。
⑧更进一步地从本质上说，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境域中的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根植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活
动及其方式。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学说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哲学理论的社会历
史本质是意识形态性，哲学的本质取决在它自身之外的作为它的存在基础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性
质。
就是说，哲学本身是社会各阶级中“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即社会全体中某种“局部利益”在观念
领域、理论形态中的表达形式，而这些特定的局部利益的实现过程直接依赖于社会利益分配的特定结
构、社会阶级的等级划分和阶级之间统治性的权力关系。
而且，哲学既是特定阶级利益在观念领域的表现形式，又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和实现利益的手段。
因此，哲学的就按其所表达的阶级利益的不同而表现出根本不同的性质：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哲学具
有进步的社会历史性质，相反，代表落后阶级利益的哲学则具有消极保守的社会历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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