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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对传统感性思想的超越与重建》首先反思了西方传统感性思想的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哲学
变革的基础是实现了“感性的超越”，即赋予了感性以能动的活动机能，从而既改变了以被动静止的
感性为基础的“直观唯物主义”，又颠倒了以无人身的理性为基础的抽象唯心主义。
只有在感性活动基础上，一方面才能有效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把人的自我发展看成是人自己
劳动的成果，这是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并
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它表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这是理解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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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坛，男，1963年7月生，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国内率先开辟了马克思的感性思想研究领域，形成的主要观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是实现了“
感性的超越”、马克思的哲学主题是物质生产劳动、活动的感性是知识论的动力原则、人的自由解放
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人的自由解放核心是劳动解放、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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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表现 第二节只有在感性活动中自然生命力才能生成人的生命力 一自然的本质及其自然演化的局限
性 二人在感性活动中实现了对自然生命力的否定 三自然生命力只有在感性活动中才能焕发出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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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休谟认为不论是人的感性还是理性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各种自然物之间、自然物与人
之间相互作用的秘密能力和原则，我们都无法知晓，因为“自然使我们远离开她的秘密，她只使我们
知道物象的少数表面的性质；至于那些物象的作用所完全依据的那些能力和原则，自然都向我们掩藏
起来”。
而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自以为能够认识和理解这些自然力，其实这只是生活的“习惯”和“信念
”使然，由于感觉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认识只能持怀疑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彻底的经验论只能是怀疑主义。
 其实在休谟的怀疑主义中也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即之所以产生怀疑主义是因为把认识和理解
活动仅局限于感性直观的范围内，而感性直观对于各种物象之间相互作用所依据的那些能力和原则却
无法理解和认识，因为那些能力和原则不直接向感官显现，因而对感官来说是神秘的、躲藏起来的东
西，这些神秘的、躲藏起来的东西就是康德所指的“自在之物”。
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二元论后果。
实质上，导致二元论后果、导致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出现，完全是感性直观的局限性所致。
所以如何超出感性直观的限制、如何理解认识“自在之物”、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解，就成
了经验论或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新课题。
 三经验主义道德哲学把感性看成是快乐主义的基础 休谟不仅在知识论上贯彻感觉论原则，而且在道
德学上继续贯彻感觉论的原则，即把感性中的情感因素作为区分道德善恶的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一
种情感主义伦理学或感觉主义伦理学。
它代表了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践哲学中延伸和拓展。
休谟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对后世思想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中后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20
世纪中后期所兴起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都把休谟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的出发点
。
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道德思想仍然需要深入地反思批判。
 一般来说，哲学分为思辨的和实践的两个部分，在休谟那里，思辨哲学主要探索人的认识能力问题，
从而区分出知识的来源、界限、标准和范围等问题；而实践哲学则是探讨道德实践的动力原则和区分
善恶的标准问题。
休谟“并非像一些道德学家那样旨在为人们提供一套适用的世俗道德准则，而是力图将人学的思辨理
论贯彻到实践领域，解释和说明人的现实的道德实践活动，巩固和确认人学的思辨理论”。
所以休谟在道德学上重点研究了道德实践为什么取决于情感，以及道德的善恶区分为什么源于情感的
问题。
 休谟认为，人类本性包含理性和情感两大部分，这两部分各有自己独立的职能，理性的职能是发现事
实真相，完成事实判断；而情感职能是通过情感体验来甄别道德善恶从而驱动或限制人的行为意志，
完成的是价值判断。
通过这两大部分的分析，休谟希望能全面展示人的内在本质特性，所以他在认识论分析之后所进行的
道德情感分析，其目的是进一步澄清“个人价值”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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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对传统感性思想的超越与重建》认为感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启蒙理性的局限性在于
不顾感性的限制而片面实现理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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