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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选编了最近10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过的同事的论文。
包括《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唯物辩证法矛盾
观》《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道德意识来源论纲》《一种可能的责任“
无端学”——与勒维纳斯一道思考为他人的责任的“起源”》《荷兰赌的含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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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问题的提出　　在《内向性主体的三个矛盾维度》一文中，我集中探讨了从内向性主体转到
“生产模式”的实践主体后，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主体在普遍性、超验神圣性与特殊性、经验世俗性
维度上的矛盾。
但马克思本人力图在主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神圣性与世俗性（或现实性）之间保持何种辩证关系，
仍然是个未究的问题。
虚无主义问题就与此直接相关：弱化甚至取消主体的普遍性和神圣性维度，把马克思主张的“现实性
”不恰当地理解为彻头彻尾的世俗性，必然导致虚无主义问题的出现。
　　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尽管他相比之下更为赞许的伊壁鸠鲁哲学原则“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
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但他也意识到，“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
，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
了。
可是，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因而属于想象的理智的东西，也就全都破灭了。
相反，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
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关于这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亚学派哲学中找到
。
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意识要在事物中得到
肯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马克思，恩格斯1，1995，第63页）。
　　它表明，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处在肯定自我意识主体的阶段。
但他对弘扬主体的普遍性、超验性还是其个别性、经验性，有些踌躇和担心。
他看到，弘扬自我意识的超验性、普遍性就会为迷信、不自由打开方便之门。
由此，人们更愿意把马克思此时的这种观点解释为弘扬偶然性、任意性，以为这意味着对自由的向往
和赞许。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意识到一旦把个别性上升为绝对原则后，“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
学当然就被取消了”。
显然，马克思是想在主体内部保持一种普遍性与个别性、超验性和经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贸然
撇开一方完全拥抱另一方。
但能否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抛开普遍性特别是抛开超验价值，由个别性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所面临或
由此带来的虚无主义风险呢？
　　总起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在当时并不突出，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刺激使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当成需要
迫切回答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显然处在一种朦胧的辩证意识中：在普遍性与个别性、超验性和经验性等等之间，保持一种辩
证的张力结构，才是合理的。
对这种辩证结构的具体样态，他还没有更多的揭示。
当然，直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何种具体样态才更合理，一直是处在探索和变更之
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岭表哲思-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50周年学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