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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学科，区别于哲学、经济学等分门别类的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建立其范畴和理论的体系。
那种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删删减减，再拼凑成一部教材的作法，没有找到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一生思考过许多问题，涉及许多学科领域，但也可说马克思只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解
放。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决定第一步先研究马克思的基本范畴，不是哲学的经济学的范畴，而是同马克
思的认识发展相一致的范畴，即马克思不同时期思考的问题，与这种马克思认识的历史相一致，范畴
的选择同时具有逻辑性，体现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我们选取了8个范畴：人的本质、实践、异化、无产阶级、生产方式、剩余价值、革命、人类解放。
这种选择是否合适，是否能体现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能贯彻我们当初的设想，都有待于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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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代序言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的新体系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认识论的新体系  
神学批判的终结与现实批判的开端  近代资产阶级理性梦想的实现及其后果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
的人的本质范畴  一、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西方文化传统中人的本质思想的发展历程    1.古代：
人在探索自然奥秘中对自身本质的朦胧反思    2.中世纪：人的本质被异化为神的本质    3.文艺复兴以来
：人的本质的复归和高扬  二、人是在实践中自我实现的产物    ——人的本质范畴的阐释    1.人是人的
最高本质    2.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    3.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人的本质是人的需要  
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人的本质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    1.唯物史观的前提    2.研究人的问
题的出发点    3.研究其他范畴的出发点雄厚而坚固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或实践思维方式  
一、人是自由的能动的主体    ——实践范畴的思想源流  二、实践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生命活动    ——
马克思实践范畴阐释    1.马克思对实践本质的发现    2.实践范畴的涵义    3.实践关系与社会关系    4.实践
的特征  三、理论革命的源泉    ——实践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    1.对哲学本体论的变革    2.对哲学
认识论的变革    3.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    4.催生了剩余价值学说    5.点燃了人类解放的灯塔剖析
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剑——马克思的异化范畴  一、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异化范畴的历史源流    1.
卢梭的异化概念    2.黑格尔的异化概念    3.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  二、社会批判的思想利器    ——异化范
畴的系统阐释  ⋯⋯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范畴走向社会历史的起点——马克思
的生产方式范畴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揭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马克思
的革命范畴宏伟而悲壮的理论目标——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范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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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范畴　　一、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西方文化传统中人的
本质思想的发展历程　　1.古代：人在探索自然奥秘中对自身本质的朦胧反思　　古代哲人对人的本
质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体现出来的。
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就标志着它摆脱了原始宗教神话的束缚，开始清醒地面对令人畏惧的自然，探讨
自然的本质。
当然，古代人把自然和宇宙看作是绝对存在的，他们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朦胧状态下反
思着人的本质。
毫无疑问，古人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受制于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因为古人是以自然的本质解释包括人在
内的一切。
古人对人本身的认识是对外界自然探讨的一种补充。
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关系相应地表现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模式，这也是古代人的基本思维
方式。
对此，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有精辟的论述：“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
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
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
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地开始改变了它的方向。
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
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
：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宗教并没有消除掉这种最早的神话学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给它们以新的
形态和新的深度。
从此以后，认识自我⋯⋯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
”可见，在古代，人的本质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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