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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们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思想历程，
是作者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
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展现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部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
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我们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文化
差”、“时代差”，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理解的难度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
越难辨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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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
安徽合肥人。
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
士、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
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
代化的哲学反思》等著作10部；先后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国家级教材6部；先后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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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特征 一、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 二、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 三
、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 四、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高度统一 第二章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 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
系：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理解 三
、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路线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
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的理解 五、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真实关系 六、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
学的真实关系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 一、反对形而上学与建立“和人
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二、从人的存在出发与开辟“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三、后现代语
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四、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第四章实践：现存世界和人的生存的本体 一
、本体论的存在及其意义 二、本体论的“实践转向” 三、实践活动的矛盾特征和运行机制 四、实践
的本体论意义 五、斯大林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 第五章实践：人的存在方式和社
会生活的本质 一、“有生命的个人”与“现实的个人” 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三、人的本质是社
会关系的总和 四、“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 五、实践构成社会生活的本质 六、社会的整体
性及其与实践的关系 第六章辩证法的实践基础 一、概念辩证法：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 二、辩证法的
“实践转向”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建构 三、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 四、人的存在与实践的
内在矛盾 五、批判的辩证法与本体论的思想内涵 第七章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一、本体论的内在矛盾
与辩证法 二、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史 三、本体论批判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第八章意识与意识形
态批判 一、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二、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在 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四、意识的个
体发生与种系发生 五、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 六、意识形态批判 第九章认识的本质、结构和矛盾运动 
一、认识的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 二、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构性 三、感性直观中的理性和社会性 
四、感性的存在与理性的存在 五、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 第十章思维的建构、反思与反映 一、思维
的建构性及其实质 二、思维的反思性及其作用 三、思维反映存在的形式 四、实践反思与思维活动 五
、实践反思与历史认识中的“从后思索”法 第十一章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 一、“拒斥形而上学”与
可证实性 二、“悖论”与无矛盾性 三、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系统和非系统 四、主体性原则和现代思
维运动的三个层次 第十二章社会结构：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制度化 一、交往概念的导入与唯物主义
的贯彻 二、交往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层次 三、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四、社会结构是交往关系制
度化的产物 五、交往与异化及其扬弃 第十三章客观过程、历史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 一、客观过程的
两种形式及其区别 二、历史规律的形成及其特征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其现代特
点 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五、历史的规律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第十四章主
体性问题与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一、近代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及其基本建制 二、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
原则与主体性问题 三、资本：现代社会的本质根据 四、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 五、对现代
性的双重批判 六、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对现代性的批判 第十五章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核心 一、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兴起 二、从外在的价值批判到内在的科学批判 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
的科学视界 四、资本批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 第十六章人类解放与人的发展 一、自由与必
然：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性和永恒性矛盾 二、人类解放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三、人的发展是社会
发展的最终体现 四、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历程 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索 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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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其结果是，“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
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
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
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
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所作出的论证。
 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构
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
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不断地深化自己的本体论求索。
 1845年，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
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彻底批判，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
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标志着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本体论追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和唯
心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
解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自觉
的活动”转换为实践活动。
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
本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这就是说，针对思想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个贯穿于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实
践是它的根据即本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针对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争论，
也就是针对人何以为人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五、六、七条中，马克思以批评费尔巴哈的相关哲学观点的方式，
集中地论述了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的世界、人的本质和人的宗教感情。
而在第八条中，则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样，马克思就在把确认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解决理论的神秘主义相统一的意义上，确认了实践的本
体地位，即用实践作为根据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破解对理论的神秘主义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实践
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以其“实践转向”的本体论革命为根据，把以往的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归结
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把他所开创的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归结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宣言书式的方式阐明了马克思的“实践转向”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其中，
最重要的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本体论革命。
这个本体论革命就是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思维和人的世界，把实践定位为
“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本体。
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称作“实践本体论”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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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者宽广的理论视野、坚实的理论基础、精湛的理论见解和深厚的哲学素养，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兄弟
之情和朋友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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