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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有奎编写的《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
的专著。
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在于，它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而是解消了心／物、思维／存在
的关系问题，转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从而实现了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
也就是说，它不是看的哲学、静观的哲学、解释世界的哲学、实存论意义上的现成性哲学，而是做的
哲学、行动的哲学、改变世界的哲学、生存论意义上的生成性哲学。
在粗线条地勾勒了实践哲学的演进史之后，《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重点探
讨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深化和流变，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
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及其深化过程，探索实践哲学的分化及其表现，目的在于以开阔的历史的视野重构
马克思的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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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奎，1971年生，男，汉族，陕西凤翔人，1994年毕业于宝鸡文理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获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3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加拿
大LJBC维真学院学习半年时间。
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
至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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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第一节 实践的认识论解读模式 一、实践引入认识论的意义 二、实践的认识论解读模式的形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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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青年黑格尔派停留在纯粹思辨的领域之内，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
马克思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
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恩格斯四十多年后说：“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
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
”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观念、思想、概念，这些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因而是人们的真正枷
锁，如果用一种“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取代现在的意识，就能消除束缚人们的限制。
马克思批判他们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而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因而是“最大的保守派”。
 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性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道：“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
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
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足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
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我们所反对的正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
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
的力量来作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
”“批判”是鲍威尔手中的武器，他的“自我意识”在克服物质实体的过程中自己发展自己，克服的
实质方式就是批判。
所以，鲍威尔的哲学就是批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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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有奎编写的《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是系统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著
作。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从政治、道德等研究对象的角度界定，而是从实践关系优先于理论关系的角度
而言，从而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康德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而与理论哲学相对立。
在对西方实践哲学演进历史的梳理基础之上，《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重点
探索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深化和流变，剖析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深入
阐发马克思的资本研究及其晚年学术探索的理路，论述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这
种实践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如何深化发展的，它与传统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它在西方实践哲学史
中的地位。
《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进一步追溯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
流变历程，客观地评价葛兰西、东欧实践派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实践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及其深化过程，尝试性地讨论了实践哲学与现代性的几个重大基
本问题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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