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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马克
思所有著作中对当代哲学与当代社会生活最具有思想生命力的文献之一。
但是，这一著作长期以来在国内哲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曹典顺博士为弥补这一缺憾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完成了《自由的尘世根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研究》一书，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
此书把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放到“现代性”视阈中，并选取了现代
性诸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自由”问题作为切入点，来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深层研究，我认
为这是本书最富有新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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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的尘世根基》以现代性自由观之考辩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了
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作者首先将黑格尔法哲学置入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上，揭示其深层课题乃克服现代性自由观的困境
并重构尘世自由原则；接着探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真实动机即揭示黑格尔法权哲学思辨自由
观之内在理论缺陷，并为自由寻求现实的尘世根基；最后阐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新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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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典顺，江苏沛县人，1966年6月生。
2001年内蒙古大学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吉林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学术兼职：徐州市哲学学会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社会哲学等。
在《齐鲁学刊》、《内蒙古大学学报》、《学海》、《学术交流》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
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等科研课题三项；在评师网举行的大学生推荐名师活动中，入选
“最受欢迎百佳教授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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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一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研究现状二 本书研究视角三 本书基本框架和主要思路第一
章 自由原则的论证与黑格尔的法哲学第一节 现代性自由观的困境：黑格尔论证自由原则的思想史背
景一 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性自由观二 现代性自由观的困境第二节 黑格尔对自由原则的重新论
证一 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黑格尔思辨自由观二 黑格尔的法哲学对现代性自由观困境的克服第二章 从
天国到尘世：《批判》对真实自由的寻求第一节 思辨理性自由观与现实物质利益的紧张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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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理性思维方式在实质上是天国思维二 “国家”是在思辨理性思维方式基础上构筑的虚幻共同体第
三节 破除国家的神话：《批判》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第三章 自相矛盾的“自由”：《批判
》对黑格尔国家权力体系设计的批判第一节 黑格尔对国家权力体系的设计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王
权及行政权理论的批判一 王权就是任意二 马克思用“人民主权”思想否定黑格尔“王权主权”论三 
马克思视黑格尔设计的行政权只是“抽象王权”的附庸第三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立法权理论的批判一 
立法权不应该是国家制度的衍生二 马克思视作为立法权的等级要素只是形式的存在三 马克思认为立
法权是由私有财产而非思辨自由观决定第四章 《批判》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附录：某些相关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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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和谐的社会观的哲学前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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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马克思视黑格尔设计的行政权只是“抽象王权”的附庸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那里
，行政权只是君主固有主权的客观方面，这就意味着，没必要把行政权看作单独的权力，而黑格尔之
所以要把行政权演绎为一种特殊的、单独的权力，“只是由于他把‘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看作在国
家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普遍东西之外’的利益”②。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行政权只是“抽象王权”的附庸。
马克思认为思辨行政权是最难阐述的，因为与立法权相比，行政权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属于全体人民，
但思辨哲学却是从虚幻的“抽象国家”理念出发，认为行政权只是构成君主固有主权的客观方面的一
部分，是君主国家赋予官僚机关的特殊的“国家”职能。
这样一来，思辨行政权就沦为了“国家形式主义”的官僚政治，同时也就意味着，思辨行政权无法实
现自己理想的实际运转，因为，思辨行政权无法消解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它和其王权一样，
都缺乏尘世的根基。
换言之，黑格尔把行政权赋予国家理念以后，将行政权改造成了“国家形式主义”的官僚政治，即把
本来是封建君主制官僚模式的官僚政治赋予了思辨法哲学观的“国家”理念。
所谓“官僚政治”，就是指不同于“社会自治”而言的国家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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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来我是学工科的。
在工厂做工程师时，对人的自由问题开始萌发兴趣。
从20世纪80年代末接触社会学，到90年代末思考“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伦理危机及伦理重建”的硕
士论文，再到2005年开始撰写“自由的尘世根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的博士论文，我脑
海中始终盘旋的是自由问题。
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的哲学史，实际就是人类自由的阐释史。
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开始构思的题目是《自由论》。
在冥想“自由的体系”时，感到了学识的欠缺和智慧的不足，于是就把博士论文转向从自由史的视界
把握时代精神。
黑格尔认为，其前的思想史对自由的探索走入了歧途，后来的马克思又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是天国的思
维，黑格尔的自由理论回答不了世俗中的尘世自由及其实现。
我认为，要把握自由的真谛，离开这两位巨人的思考理路是不可能进行的。
待本书出版以后，合适的时间我仍将继续《自由论》的研究和撰写。
该书的构思和写作，我的博士导师贺来先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支持，如果没有贺先生的指导，
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恩师的无私情谊终生不能忘怀。
在该书的出版事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给予了热情支持。
为此，我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敬意，向冯春凤老师致以深深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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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的尘世根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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