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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由陈志刚所著，本书拟围绕
现代性的病症、超越的路径、现代性的动力、宗教、意识形态、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义等重大
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深刻挖掘和阐发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对马克思与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
理论家、福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这些现代性理论家与马克思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思想至今在社会科学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通过比较分析双方思想的异同，首先揭开它们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种种遮蔽，其次
分析这些现代性理论的特色和积极之处，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它们针对马克
思现代性思想提出的挑战、责难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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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刚，1972年出生于江西信丰，1999年获厦门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出站。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篇。
译著有《哈贝马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合译)等。
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党建理论。
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创新”
(批准号：08CKS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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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资本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现代性超越的内在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竞争是资本的本性
，不断的竞争使得资本主义只有不断扩张才能实现资本的不断自我增殖。
而这种扩张不但会打破观念的限制，把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都纳入资本的生产体系、服务体系，
而且还会打破地域的限制，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塑造一个世界。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
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
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在冲破一切界限的同时，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
了它又必须设定一个限制、边界，没有这种限制、边界，资本同样无法生存。
“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做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
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
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
不仅如此。
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　　在深刻分析资本存在的条件和资本本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资本的生产不应该忘记四种限
制：“（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
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这四种限制充分表明了资本生产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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