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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是一本少见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科学观的著作。
《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认为，马克思科学观是一个关乎马克思思想之当代性的课
题，并通过对马克思科学观的两条线索和两个阶段的阐述体现其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从初步形成到具
体展开的过程。
第一编通过“感性”之基本范畴及科学与生产之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说，旨在澄清马克思科学观的
哲学存在论基础，表明马克思的科学观是在与以往旧哲学本质不同的生存论境域中展开的，具有深刻
的当代意义。
其所谓“一门科学”的思想须在此存在论基础的革命中才能得到切近的理解。
第二编通过对自然科学与资本的结合、自然科学与劳动的分离、自然科学对自然的控制三个方面的论
述具体展现了马克思对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之关系的全面考察与批判，得出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自然
科学从根本上说乃是属资本的力量的总观点。
《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以此种思路与构架来揭示马克思科学观最为鲜明的三个特
点：其一，马克思从来都是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具体的、最关本质的境况中来考察科学的；其二，
达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科学的终极目的；其三，整个社会发展和革命过程将要达到
的结果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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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与资本相结合　　一、切入点：“市民社会”，“工业”　　二、解读机器中的
历史要素　　（一）机器不是复杂的工具，而是劳动资料的革命　　（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三）一种决定性的要素：机器中的科学原则　　（四）小结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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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科学在工业中与活劳动相分离　　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一）劳动：一个存在论范
畴　　（二）异化劳动：现代工人的存在真相　　二、现代科学对劳动的根本影响　　（一）科学进
入直接的资本生产过程引起劳动的变化　　（二）异化的扬弃：科学中蕴涵的革命因素　　（三）对
亚当·斯密劳动观的批评和傅立叶劳动观的纠正　第五章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对自然的控制　　一、自
然科学表现了人与自然相异化的历史　　（一）自然科学的独立及其成为自然界的合法“代言人”　
　（二）自然科学对自然所采取的独断态度　　二、资本原则根本决定了科学对自然的关系　　（一
）资本借助于科学“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二）资本生产与现代科学下的生态问
题——兼及回复对马克思的一种疑问结语　关于马克思“一门科学”的思想　一、几点补充性的说明
　二、“一门科学”与“共产主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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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艰巨性从以往人们在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已作出的种种努力的结果就可以窥见一斑。
一方面，如吴晓明先生曾多次指出的，有向实证主义退却并在存在论基础上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妥协
的“梅林一普列汉诺夫正统”；有尽力矫枉却终究局限于黑格尔哲学基地的卢卡奇；还有最终流于浪
漫主义梦想或放弃原则高度的“社会批判理论”。
如果这些举例说明的是马克思经常被出于善意地、认真地错解的基本命运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则
是理直气壮地表示不理解和怀疑的声音。
我们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罗素对马克思学说之科学性的怀疑。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非常概要的介绍。
他认为，“合乎科学”始终是马克思的目的。
虽然就这二结论本身而言，判断得还是颇为准确；但很显然，这种说法不仅话中有话，且不是他所要
强调的一个评价。
因为接下来他就立即对马克思学说客观上的真理性或科学性表示了怀疑：从主观方面讲，每一个哲学
家都自以为在从事追求某种可称作“真理”的东西。
⋯⋯假使谁认为全部哲学仅仅是不合理的偏见的表现，他便不会从事哲学的研究。
⋯⋯马克思和其余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实的，他不认为它无非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
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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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原型是我完成于2004年底的博士论文。
虽然有所修改，但出于某种考虑，我还是保留了当时成稿时的基本形式和内容。
转眼间已相隔5年多。
回想这期间为了它的出版而作的努力以及遭遇的一些挫折，内心颇多感慨。
记得当初选择这一题目，除了绪论中所说的原因外，还存在着我个人对它的感情因素。
一直以来都不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可以非常理性和逻辑的人，对哲学坚定不移的选择恰恰是出于对生命
的敏感和好奇——那种被我理解为哲学原质的东西，而不是已被畸化了的对逻辑的固执。
因此，对马克思的理解向来带着我自己的方式：仿佛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情感的投入，更多于一
种逻辑的分析和概念的剖解。
但这样一种方式却使我倍感撰写论文的艰辛。
理想中，感性和逻辑、生命和思想是能够达到完美结合的，我毫不怀疑，它在马克思的笔下真实地存
在着，而它也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科学的精神实质。
那么多追随真理的人们，难道究其根本不都是在追求这一理想吗？
我毫不怀疑。
然而对于阅历、学术皆尚浅的我来说，这无疑还是异常艰难的。
所以，在整个艰苦跋涉的过程中，是身边的导师、学长和亲朋在不断地给我以力量，令我坚信自己的
选择没有错，这“笨拙”而辛苦的坚持是值得的。
可事实是，现实中的一次婉拒（我申请过相关的出版基金，但由于一些评审专家认为该课题比较老旧
，缺乏新意，故暂缓出版）就几乎已经击溃我的信心，令我开始有所怀疑。
但同时，我也开始了默默地观察和思考。
就在这五年间，无论是世界的经济、人们的生活，还是地球的环境气候，都已经发生了多么剧烈而前
途未卜的变化啊！
而在某样的时刻，人们又似乎总会不知不觉地想起马克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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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存论境域中的科学:马克思科学观研究》：马克思从来都是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具体的、最关本
质的境况中来考察科学的，达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科学的终极目的⋯⋯自然科学和
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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