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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反思》先通过深入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文本，澄清一些具有复
杂的哲学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哲学内涵，以期能够在更深的逻辑基层上发现马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层次的逐级跃迁，尤其是《资本论》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完成。
在追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后，评论了西方非官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具体考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和发展历史唯物主
义的。
在充分尊重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
的理论发展。
本书由段方乐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 现实 方法>>

作者简介

段方乐，男，1969年生，山东齐河人。
1999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7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德州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自2003年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理论界》《邓小平理论研究》《齐鲁学刊》
等期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主持并完成省教育厅课题一项，校级课题一项。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省社科规划办、省教育厅和校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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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罗默给剥削的定义来看，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消灭了剥削
制度，但这种社会还存在的不平等，是非制度性的。
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把罗默的“社会主义剥削”形象地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制度性剥削”。
除了以上主要基于人们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总结出的三种不同的具体剥削形式，罗默还提出了一种新
的剥削形式“社会必要剥削”。
他说，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经济体后把激励因素改变致使它按通常收入会活到更糟的地步，那么：就
可以认为这个群体未退出前所受的这种剥削的形式叫做“社会必要剥削”。
他还进一步把这种剥削形式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即一个群
体作出选择后，情况立即变坏；另一种是“动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即一个群体作出选择后，
起初情况好转，但随之又变坏了。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在“退出”这个社会后，生活状况或者马上变坏，或者最终变
坏，那么他们在不“退出”的情况下所受的剥削，就应该算是“社会必要剥削”。
我们认为，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剥削在人类历史的一些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手段，因为剥削
与激励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消灭剥削的同时也可能就消灭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激励作用和
生产活力。
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般地抽象地谴责一切剥削，而是历史地看待剥削，看待它在
生产力发展中的客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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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 现实 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反思》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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