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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名哲学研习者，重要的事情终是学和思。
这学和思于是形成为一条道路，其间的隐晦曲折，困顿和遭遇，以及星星点点的发现与体悟，对自己
来说，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位学界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把它们记录下来；我想，思的经历一如生活的经历，即便没
有太大的价值，也往往可以是有趣味的。
我之所以钻研马克思哲学，一则是初始的学业，一则是后来的教学任务。
但我知道，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东西，或可粗略地名之日“吸引力”，一直支配着我的研习。
这种吸引力（老实说，是巨大的吸引力），按单纯知识的观点，也许是无稽之谈，或者，在最好的情
形下，是纯属个人的主观方面。
我始终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即便是上述“吸引力”还处于晦暗之中的时候。
黑格尔所谓“不错”的见解总能比比皆是，但它们什么时候切中了问题所在的那个问题的核心呢？
这样的见解，难道不是始终在貌似公允的冷漠中把一切夷平，并使之进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中么？
“马克思哲学不过是西方哲学诸学派之一”，如果我们撇开其上下文并完全停留于该命题中，那么，
它比说马克思哲学是“恶魔的思想”更缺乏真实的意义（固然，该命题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在此等命题中并不存在历史地真实的客观性，因为真正的客观性是不能用抽象化和形式化的东西来冒
充的；用一位哲学家尖刻的话来说，此种冒充的东西不过是“阉人般的客观性”。
“吸引力”始终存在。
虽然我不甚明了它的由来和底蕴，但有一点很清楚；它决不止于我个人之事，亦非单纯心理学意义上
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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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的主要学术成果，其内容按主题分为
三个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们的时代、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当代解
读。
这些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和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理论分析，在哲学与时代的重
大问题上积极开展了与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对话，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主要地阐述为对“社
会现实”领域的深刻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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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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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很显然，这里的“语境”或“对话”等根本不止于时下所谓认识论或语言学范围内的事情。
因此，更广泛地说来，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阐明取决于此种对话的开展，而此种对话之真正积极
的和有效的开展既引发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同时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揭示
。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孤立主义”地生存，作为依然活着的并且是有生命
力的思想，它唯有在批判的对话中——无论哪一个方面的对话——方能使当代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个核
心绽露出来，方能使其对近代原则的批判（即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获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巩固，并
从而呈现其本质上的当代意义。
也许，我们应当说，这里的“对话”首先就存在于我们同马克思的（以及其他重要著作家的）遗著之
间，也就是说，存在于文本解读之间。
这无疑是一项基本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这一任务的过程中
永远也不可能舍弃或稍稍怠忽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献的征引、参照、比较和考证，一句话，属于狭义的文本解读的一切细致的斟酌
和考量，以及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技能、工具和方法，都不仅是有益的，而且往往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恰恰由于构成文本解读之一端的是“我们”，而我们又实际地从属于我们
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所以只是在由我们构成对话之问题的引导和统摄理解的定向上，才有可能实际
地生成着使解读的意义得以呈现出来的区域或语境。
在这个意义上，文本解读理所当然地要求着的客观性或客观意义根本不可能被幽闭在孤立的文本内部
（仿佛形而上学的物之“物性”或自我意识的“内在性”那样），而是在对话的解释学循环中被构成
的。
否则的话，文本的客观意义只要一经说出就在其现成性上凝固了，也就是说，它一劳永逸地被发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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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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