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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 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
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
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
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
20世纪的 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 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
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
学。
福柯认为，在现时，研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
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
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
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
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宠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
冷寂”以至衰落。
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
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
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
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马克思哲学肤浅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
而目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
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学术回归。
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
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走向成熟。
换言之，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
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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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国际风云变幻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与实践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从总结我国实践观研究的历史进展及其成就得失出发，透折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多维解读，梳理
实践观的历史演进，深度解读马克思实践观的历史生成、基本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探讨实践观与本体
论、现代性等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实践的悖论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虚拟实践及其哲学意义，分析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发展，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创新中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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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从实践出发探讨其他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
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
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
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
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作为一种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最基本方式，是
人的生命和生产活动的直接存在形式。
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的多种实践活动中最为根本和基础性的实践形式，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正是通过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人的感性生命存在才成为可能。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
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
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正是借助于实践，人的主观方面可以见之于客观，作用于客观对象，并在对象的合目的性改变中得到
表现、实现和确证，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实现主体对于限定的挑战与超越，逼近自由
。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
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
正是借助于各种形式的工具和中介，主体通过实践集中地体现着人类理性的机巧，实现着由客体的自
发运动形式向人的自觉活动形式的转换，实现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事物的尺度的统一。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
最后，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
。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
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
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
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
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
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
马克思从总体上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
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
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
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
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
让哲学不仅具有认知和解释功能，而且有实践和改造功能，这就从根本上使哲学和哲学家的社会功能
和地位得以提升和跃迁，从而必然引起整个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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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
一种具体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
释方式，它以其独特的哲学思辨方式而有别于人对于世界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的掌握方
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
，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能够切实做到“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①。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触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
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实地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
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
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包括全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它们一起构成具有一定本质特征的时代内容。
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
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着时代精神。
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主体而言，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他们那个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自觉地体验时代精髓和荟萃时代精神是哲学家的神圣职责。
时代的内容是由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是他们积极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成果。
人的智慧是在人们处理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发挥、表现和实现的，因此，人
的智慧也就是人们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的精髓。
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人们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及其智慧的一种
升华。
但是，哲学要成为现实的智慧学，要成为现实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通过一定时代的哲学家的头
脑，把人们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中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智慧、精髓集中到哲学思想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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