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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主要收录了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前兆、马克思哲学的浪
漫主义根源、青年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元素、走向现实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博士论
文中自我意识哲学观的确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激进本色、黑格尔评语中的浪漫派弱点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蓝花"深处>>

作者简介

刘聪，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1980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市。
2011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沈阳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讲师。
2008年以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讲“西方美学史专
题研究”、“西方美学重要著作研究”等专业基础课程，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般项
目1项、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辽宁省社科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共中央编译
局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项目、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助基金项目等4项。
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江海学刊》、《现代哲学》、《当代作家评论》、《社会科学辑刊》等
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副主编教材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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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马克思的浪漫与现实 一、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情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三、反思与方法 第一章启
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第一节启蒙的世纪与时代的困境 一、18世纪的欧洲与启蒙运动 二、启蒙的任务 三
、启蒙的结果 第二节浪漫派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 一、土壤：德意志状况 二、萌蘖：德国浪漫主义的
产生 三、蓝花：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特征 第三节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哲学 一、超越“直线哲学
” 二、浪漫派的绝对唯心主义 三、浪漫反讽 第二章面向启蒙的三个批判 第一节德国早期浪漫派与启
蒙运动批判 一、批判与审美 二、分裂与诗 三、宗教改革与宗教历史哲学 第二节黑格尔与启蒙 一、抽
象理性批判与思辨理性 二、教化世界的合理性与道德意识的世界 三、启蒙对信仰的误解与宗教信仰 
第三节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马克思 一、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 二、从消除二元分裂到消除私有
财产 三、从理论批判到无产阶级革命 第三章反讽与辩证法之争 第一节反讽理论的哲学释读 一、苏格
拉底与古典反讽 二、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意蕴的提升：从一种修辞到一种实践 第二节概念辩证法的圆
圈 第三节反讽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 第四章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反讽维度释读 第一节实践辩证法的本
质 一、批判性、否定性、革命性 二、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融合 三、属人性质的辩证法 第二节反讽
与实践辩证法的“结构性改造”  一、“颠倒”还是“改造”  二、“改造”还是反讽还原 三、终结的
理念还是无限中的理想 第三节反讽结构的样式与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旨趣 一、借用与引申：从反诘
法到浪漫反讽与概念辩证法 二、逻辑异同与辩证法的彻底性 三、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形
式性趋同 第五章马克思反讽哲学的现实转向 第一节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前兆 一、马克思哲学的浪漫
主义根源 二、青年马克思诗歌中的反讽元素 第二节走向现实的马克思 一、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 
二、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哲学观的确立 第三节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激进本色 一、黑格尔评语中的浪漫
派弱点 二、黑格尔的左派本色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 第六章反讽哲学观下的马克思阶
级理论 第一节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浪漫反讽的修正 一、修正何以可能：从浪漫反讽到实践哲学 二、从
克尔凯郭尔视角看马克思对“形式反讽”的修正 第二节反讽主体与无产阶级 一、革命主体身份的必
然：作为私有制的产物 二、革命主体身份的确证：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三、革命主体身份的呈现：
自我异化与反讽中的反题 第三节批判、反讽与革命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批评 二、资产阶级的自
我毁灭 三、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 第四节黄金时代与共产主义 结束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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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继苏格拉底召唤出主观性的首次苏醒之后，费希特带来了主观性“第二个因次”的呈现。
德国早期浪漫派抓住了费希特哲学的原则，规设了反讽主体“自我毁灭”与“自我生成”的自由。
如果说苏格拉底反讽的关注点在于个体与现实、本质与现象之问的矛盾，那弗·施莱格尔已将这种矛
盾转化为无限的自我与有限的自我，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这是由于浪漫反讽与古典反讽面对着
不同的时代主题。
苏格拉底反讽与浪漫反讽虽然均涉及人性的内在结构，但前者力图“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定的、
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以浮现“真理”之名获取个体的解脱。
而后者则主张通过诗的哲学化或哲学的诗化来消弥诗与经验、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无限与有限
间的紧张对峙，从而达到主体的自由。
施莱格尔认为，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同时并存是人类存在中的基本矛盾，若要对其消除则需要在对有限
性的超越中达到无限，这种永无止境的对一切自身划定界限的超越正是反讽，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
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
克尔凯郭尔指出，施莱格尔对费希特哲学的借鉴给浪漫主义理论带来了“双重的麻烦”，经验的、有
限的自我与永恒的自我，形而上学的现实与历史的现实被混淆运用。
反讽主体以“一种过分的主观性”，“以大得不能再大的创作自由诗意地创造自己以及周围环境”，
使其自身“完全堕入了情绪之中”。
正是为此，浪漫反讽被克尔凯郭尔认为是“不合理的”，浪漫派的主观性被黑格尔称为“恶”。
 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是在重新诠释苏格拉底反讽与批判扬弃浪漫反讽的基础上最终成型的。
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两者都被克尔凯郭尔转化为一种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
这就表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立场的反讽是个形而上学领域里面的问题，它萃取出了苏格拉底
反讽中本质与现象对立的哲学意蕴并使之得以升华，同时将浪漫反讽主体“自我创造”与“自我限制
”的主观性发挥到极致。
作为立场的反讽不同于作为现象的反讽，它不是指修辞、行为层面的悖论，而是人的一种独特的、实
践的生存方式，是个体无限的自我反思的主观性的展现。
所以，作为立场的反讽可以被理解为生存论反讽，在对人性内在结构的关切中，这种“无限绝对的否
定性”所表现的正是人与其所处时代的悖谬性关系的写照。
具体来说，人存于世的过程开端于主体意识自觉的苏醒，发展于主体对“消极自由”的享受，深化于
主体反抗生存境遇时的自我拯救，完结于主体覆灭既存现实后的解脱。
这个否定的过程既是无限的，也是绝对的，因为人“不是否定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否定作为“理
念现实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历史现实，同时他进行否定时所借助的事物其实并非更高的事物，还
存在“更具真理性的现实”，这就使反讽成为贯穿于整个人生乃至于整个生存的思想潮流。
所以，“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
只有当反讽被掌握了，它才会扭转未被掌握的反讽所倡导的生活”，人才会“诗意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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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往"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研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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