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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伟大的思想，其真理和意义都不可能在某一历史形式中得到完全体现，不可能被某一历史时期的
人们给予终极阐释。
这不仅因为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对人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某种洞见，有着超越时代的普遍的人
类历史意义，而且在于处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总是从特定的立场和需要出发来理解这些伟大的
思想，并且要通过对这些伟大思想的理解而达到对自身命运的理解。
伟大的思想作为观念中的历史，又成为历史中的人们自我认识和自我把握的中介。
因此，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既属于它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又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历史。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仅是19世纪无可争辩的最伟大的思想，而且是20世纪无可争辩
的最伟大的思想。
尽管它的生命力已经得到多方面的显现，它的理论内涵已经得到多方面的开掘，然而，现实的实践仍
然不断地把它思想中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位，启迪着人们的思维，引导着人们前进。
人类行将跨入21世纪，跨入一个世界愈来愈具有一体性也愈来愈具有多元性的信息时代。
而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着的错综复杂的动荡、变革、分化、组合、竞争、发展，正是人类向着新的
世纪新的时代过渡的前奏和准备。
而在这个过渡时期，人类的共性和民族的个性，时代的差距和文化的互补，主体的自由和生存的歧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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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表明，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使命，但这个“使命”随着马克思生命历程和思
想历程的不断伸展和超越，经历了一个从信念到科学、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化过程。
从为人类谋福利的道德信念，到人的命运的客观探讨，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把握，最后把人的
解放归结为每个人在自由全面地创造世界的活动中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表明，人的解放既不是人的单纯的主观愿望，也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命定，而是
需要人自己加以认识、为之努力，而又能够为人自己所认识并给予实现的可能性。
人是一种独特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生物，因而，他永远处在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之中
。
而人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使人和世界相互确证、相互创造的主体化
、主体性过程。
因此，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简言之，主体过程，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思
想的主题。
显然，这一主体过程无论对于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而言，都决非黑格尔所贬斥的愈来愈远离自身的
、纯粹否定性的消极的“恶无限”，因而它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我们完全能够
通过积极地表现和发展自己生命力的活动，给予直观和体验的人的自我表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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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智者们对世界存在的诘难和他们的相对主义的结论，势必激发人们去思考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去寻
找判断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
以“人事”为对象，以“自我认识”为使命的苏格拉底努力寻求的就是体现在人的美感和善行中的普
遍确定的东西。
他说他所问的不是关于什么东西是美的，而是关于什么是美，是“美本身”，它不论加入到什么东西
中去，就使一切都成为美的。
①他要找到“美本身”、“善本身”，并把它作为“理念”确定下来。
显然，这既是一种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一种对绝对价值的追求。
追求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的普遍性、无限性、永恒性亦即类属性的认识和
祈向，反映了人们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所谓“终极关怀”。
巴门尼德的思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以更加具体和完善的形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3.“形上”与“形下”柏拉图发挥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不仅更加明确地追求概念的确定性，
反对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而且进一步把从经验事物和主观感受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定性与事物
本身“分离”开来，使其成为独立的绝对的“理念”。
由此，他提出了由理念和真知构成的“可知世界”与由事物和意见构成的“可见世界”。
理念是统治着“可知世界”的真正独立的本体，而人们直接感觉着的“可见世界”，则不过是“分有
”和“摹仿”了理念的“影像”。
这样，统一的世界便被两重化为“形而上”的“本体”界和“形而下”的“现象”界，人的相对性和
绝对性、有限性和无限性、主体性和客体性被一分为二，外在地对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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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写于1991年和1992年，出版则拖到了1994年，是在我当时给河南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讲“马恩
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两门课的基础上，所做的一项较为系统的研究。
但由于那时掌握的资料有限，也未深入探讨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哲学）的关系，所
以从今天来看，这本书需要修改、充实的地方很多。
我本来不愿意原封不动地再版，但杨耕教授一再催迫，并认为拙作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同类著作中并不
逊色，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加之考虑到拙作再版本来属于旧作新出的系列，所以我最后就不再坚持修订了——我近期也实在抽不
出时间。
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认真审读了原书，并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我对他们认真的态度和所付出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写作和第一版出版时，我的两位研究生导师张浩教授、黄魁吾教授都健在，他们当时对我的这
点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现在，张浩老师已去世多年，黄老师也届耄耋之年。
回忆往事，不胜感慨。
两位老师做人本分、为人宽厚，对事业认真，对家庭关爱，都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是理解他们在那个时代生活、工作的不易和他们品行的可贵。
历史就是人世的代谢和文明的接力。
作为他们的学生和晚辈，我理应传承前贤并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将再版的这本拙作献给他们，以怀念张老师，祝福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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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京师哲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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