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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创立、形成和发展史上若干重要经典文本的
深层历史解读，较为全面、具体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轨迹和复杂历程，并着力诠释马克思
哲学的基本精神，彰显其完整视阈和活的灵魂，为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提供有价值的方法论参照。
作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旨归体现在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自觉消解和超越，最终探
索出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这一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路径。
其探索历程则经历了对个体主体性解放的自觉价值呼唤，进而达到基于实践基础的人的社会历史生成
范式的确立，最后揭示立足于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的现实解放之路这样三大阶段，由此历史唯物主
义才真正成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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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成旺，1970年10月生，河北平山人。
1993年7月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5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200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8年12月晋升为研究员。
2009年6月至今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在《求是》、《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现代哲学》、《哲学动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以及《光明
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哲学
原理》以及《光明日报》等文摘刊物全文或摘要转载12篇（次）。
代表性成果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文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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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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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基本话语 第三章个体主体性解放的价值呼唤 第一节马克思哲学价值诉求的发源地 一中学时期
的改造世界激情与理想主义情怀 二《博士论文》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三从精神解放到人的解放 
第二节《巴黎手稿》中的现实历史逻辑与人本主义逻辑 一劳动异化——主体性的遮蔽与回归 二交往
异化——在交换关系中人的自由的丧失 三对黑格尔异化扬弃观的批判与超越 第四章基于实践基础的
人的社会历史生成 第一节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双重内涵 一“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
的历史哲学” 二“研究对象”的历史与“分析方法”的历史 第二节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清
算 一青年黑格尔派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是无“历史”的哲学 第三节社会生活实
践与人的“历史”生成 一现实与生成视野下的人类历史活动 二所有制的演变与“社会分工” 三人的
解放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活动” 四人的现实历史生成与唯物史观的奠基 第五章立足于个体与社会相
统一的人的现实解放之路 第一节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推进 第二节对蒲鲁东政治经济
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一蒲鲁东哲学中现实社会关系再生产线索的缺失 二蒲鲁东诉诸“真正的公式”达
到对世界的改造 第三节从现实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高度解剖“人体” 一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探求生产关
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资本是一种异化了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 第四节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与人的
真正解放 一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与自由王国的实现 三马克思哲
学革命的历程与马克思哲学智慧 第六章返本而开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效应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双重效应 
第二节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反思与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表现形态及其考察 二对
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超越 第三节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启示 一以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考察并
拓展时代生活 二着眼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三面向现实实践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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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结果便是蒲鲁东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
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①。
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蒲鲁东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
。
可见，他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
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
蒲鲁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不是在社会行动中，而是在他的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中，他认为范畴是
动力，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
所以他仅仅致力于寻找一个新公式，把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以为把这些范畴平衡起
来就把问题解决了，比如通过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
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导致了蒲鲁东只能把改良资本主义，消除
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建立“好”的资本主义，梦想建立小私有制社会，用小私有制普遍化的办
法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实现人的解放。
但马克思却指出：“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
抗的基础。
” 第三节 从现实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高度解剖“人体”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探索的升华，是
通过马克思哲学超越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之后，在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的过程中剖
析了现实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进而揭示出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的规律来实现的。
与其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问题之前，“在和当时欧洲哲学
思想的最高成就进行极有创见的对话中，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
而正是获得了哲学研究的实践向度和历史分析方法，才为马克思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提
供了方法论支撑，也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贡献。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哲学走向深化的重要环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尽管有着许多观点上的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
认为自然权利先于人定权利，“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制度（不问这种制度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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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在比较系统地解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哲学文本的基础上，对马克
思、恩格斯在几个关键时期的哲学思想特征做了富有根据的分析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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