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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采取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
规律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及其
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展现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
正确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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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南湜，1953年生，197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工机械系，1989年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
位。
现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政治哲学。
主要著作有《人类活动论导引》《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社会哲学》《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
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辩证
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等。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译著《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知识与想象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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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回归实践哲学的视野 二、中西思维方式的“视差
” 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野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一、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李大钊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第二章 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体系化 一、“掌握群众”与思想的体系化 二、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肇始 三、
李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确立 四、艾思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扩展 五、回归实践哲学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一、《实践论》的实践哲学阐释 二、《矛盾论》的实践辩证法 
三、重估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四、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第四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实践中的推进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三
、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 第五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上的进展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三种范式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
学 第六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二、民族生活理想的回归与
重塑 三、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附录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 人名与术语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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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社会哲学概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看作
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一个初步成果，而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为一部
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样本的话，那么，这两部作品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
上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外部标志来看，它标志着传播途径或传播渠道从日本的“东来”向俄
国的“北来”的转移。
但这一转移毫无疑问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形式的重大改变，由第一阶段集中于唯物史观
的传播，转向了第二阶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
在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那里，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或者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关系尚比较
模糊，或者说尚能出于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的直觉而能予以模糊的平衡；在后一阶段则转到了趋向一
极，即趋向决定论的统一性。
尽管在瞿秋白和李达二人那里，表现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即在瞿秋白那里，强调的是一种近乎机
械的决定论和对于自由意志及偶然性的彻底消除，而在李达那里则试图借助于实践的中介作用而予以
一种辩证的解决，但最终的理论目标仍然大致上相似，即都倾向于一种决定论。
 此外，转向接受苏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连同其受政治斗争影响而加进的某些内容一并
接受了过来。
例如，将唯物唯心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进而把唯物主义与进步阶级关联起来，把唯心主义与保守阶级
关联起来，从而将哲学上的理论派别争辩与政治派别斗争直接关联，等等。
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而且，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俄国化”，即是
从俄国经验出发做出来的。
特别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学，并为其加上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做法，便
是基于俄国社会之宗教力量影响强大，故需要借助于一般唯物主义予以启蒙的特定历史情境而做成的
。
但论者往往不察，将之等同于马克思本人之思想。
这就不仅造成了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混淆的理论错乱，而且也连带地将这种
一般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理论上的困难一并接受了过来。
这当中，特别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揭示的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的能动性与受动
性的二律背反之困难，更是给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回过头来认识这一问题时所必须予以重视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理论形态的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传播路径的改变所造成的，而且还同时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自身的需要所带来的。
我们曾指出过，在一种主义传播的初期，往往与各种相近的理论难于清楚地分辨开来，另外，由于尚
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进入实践的理论，而未与其他理论构成一种竞争性关系，从而对于理论自身而言
，在这一时期人们便大多沉浸于对这一新理论的吸纳和欣赏之中，而不会太多顾及与其他理论的界限
，以及理论自身内部的逻辑统一性问题。
但一种理论若要付诸实践，它便必须从众多共存的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理论，否则便
无法有效地进行实践。
这样，一旦由于历史的发展而选择了一种理论作为旗帜，使之突出出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进入实践
的理论，情况便完全不同了。
早先人们并没有多少推动力去促使其整顿自身成为一种战斗性的理论形态，而这时，便有两个方面的
需求促使该种理论成为一种富于战斗性的理论形态：一个是在与其他竞争性理论的辩驳中获得决定性
的胜出；另一个是在实践中获得大多数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接受。
这种具有战斗性的理论形态便是体系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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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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