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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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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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试图在当代世界及其思想背景
中，论述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ontology）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海德格尔曾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理解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或“本质性崩塌”。
真正说来，对此一事件的领会可以在思想史上追溯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它意味着哲学-形而上学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遭遇到存在论上的决定性批判，并从而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本书以阐说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取向为枢轴，同时既于历史上追究这一变革的思想渊
源及问题领域，又尝试在当代哲学的视域中揭示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此外，作者还试图由此对这一存在论革命的主要思想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深入的论述和发挥，
并对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的存在论立场进行批判性的探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

作者简介

吴晓明，1957年7月出生于上海。
哲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副全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
的当代解读》、《科学与社会》、《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等
，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复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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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第一节 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的批判 第二节 费尔巴哈的“感性”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 第三节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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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难理解，为了彻底颠覆整个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费尔巴哈在存在论方面突出地强调了“感性”，
并使之与超感性世界对立起来。
这样的对立最为充分地体现为“感性”和“绝对精神”的对立，亦即“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
根据的肯定的东西”（感性的事物）与“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思辨的思维）
之间的对立。
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之本
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显现，因此，“感性”同“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止
于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
的对立。
归根到底，绝对精神无非是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于一般哲学之完成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过是在哲学
中得到复活的神学之已死的精神，即“幽灵”。
就此而言，“超感性世界”既是神学的本质，又是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
批判来说，毋宁更恰当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中的神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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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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