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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部系统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并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
义基本格局中强劲的一翼。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对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近2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热点，但系统全面又简明扼要地阐
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并不多见。
本书力求将学术性与知识性、创新性与稳定性、简明性与系统性、重点性与全面性，史述性与论评性
融合在一起，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貌；遵循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追寻马克思”这个基本思路，
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的主题，着重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也论述
了西主马克思主义其他富有特色的理论观，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之进行了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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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凤才，1963年生，山东诸城人，山东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高校哲学考古会秘书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
长，山东省社会会科学 人才库成员。
1986年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师从谭鑫田教授和傅有德教授。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主编或参加过十多部著作的撰写，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十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
文复印，或被其他作者引用，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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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追寻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一）“西方马克思主义”
概念的演变（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发展（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二章 建马克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特征二、重建历史辩证法（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和重建（二）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辩证法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三、重建总体性理论（一）总体性理论的重建（二）马克思主义发展三
阶段论（三）马克思主义是总体性社会革命理论四、重建实践哲学（一）实践哲学的构想（二）马克
思主义是实践哲学（三）文化领导权理论第三章 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题一、批
判理论的思想渊源（一）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二）现代非理性主义（三）近现代悲观主义的浪漫
主义二、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孕育与形成（1923～1939）（二）发展与成熟（1939～1969）（
三）转向与重建（1969～）三、批判理论的主题（一）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二）批判理论的基本特
征第四章 工业文明批判——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实质一、批判理论的奠基二、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理论
（一）批判理论的原则⋯⋯第五章 瓦解的逻辑——阿多尔诺否定辨证法的结局第六章 重建非压抑性
文明——马尔库塞非压抑性文明论的向往第七章 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第八
章 补充马克思——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第九章 综合弗活伊德与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马克
思主义的追求第十章 重释马克思——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点第十一章 保卫马克思——西方马
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结语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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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认为，尽管阿多尔诺一生的思想观点有某些细微的变化（如对电影等个别文化现象的评价）
，但总体说来，从早年的音乐批评文章到晚年的《美学理论》，其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因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构成了他理论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另一个中心问题就是通过否定辩证法的
系统阐发为批判理论奠定哲学基础，这是阿多尔诺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
　　阿多尔诺1903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酒商家庭。
父亲酿酒业的成功保证了他能一生都安心于对音乐、哲学的追求和研究，母亲和姨妈的良好音乐素养
使他对音乐、美学有着永久的兴趣和不凡的才华。
1918年，15岁的阿多尔诺跟随克拉考尔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871），并从克拉考尔那里接受
了文化批判主义，克氏重视微观考察的做法影响了他一生。
1920年，还在上中学的阿多尔诺就发表了关于表现主义和新歌剧的评论文章，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1年进人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理论。
1922年，他在一个关于胡塞尔思想的讨论班上，结识了霍克海默。
1924年，在卡耐留斯指导下完成了论胡塞尔现象学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25～1926年，他赴维也纳学习音乐理论并谱写了若干音乐作品。
1926年前后，阿尔多诺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发生了松散的联系。
1928年以后，他受到卢卡奇、布洛赫，尤其是本雅明的深刻影响。
1929-1931年，他主办音乐杂志《开拓》。
1932年，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音乐的社会作用、爵士音乐以及音乐拜物教
等问题。
1933年，他发表第一部受卢卡奇影响的著作《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撰写于1931年）。
在霍克海默的邀请下，阿多尔诺于1938年从英国赴美国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
在美国期间，他的研究方向逐渐从音乐批评转向哲学和社会学。
但阿多尔诺在美国的经历更加强化了他的文化悲观主义。
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对毁掉了的人生的反思》。
1947年公开出版《启蒙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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