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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研究》介绍了“政治自由”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先后出现了39次，
但在国内学术界是一个被回避的问题。
作者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及创新学识，紧紧把握马克思的本体论基础，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思想这一
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告之读者，追求人类生存幸福，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自由”观的理性反映，
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自由学说与政治自由思想，是蕴藏在马克思宏大理论中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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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岑鸟）斐然，生于湖南，祖籍天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硕十、法学博士。
现任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讲师。
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人生之学：解读中国哲学的新视角》获2004年度研究生优秀科研成
果三等奖。
先后荣立三等功二次。
早年有哲理长篇小说《长命三寸》和（英译中）童话集《莱茵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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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样的困惑马克思也同样经历过。
在他的学生时代，当马克思想通过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并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的时候，“马克
思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300页。
在这一形而上学的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
”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当马克思意识到把握现实是一个难题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因为他试图在把握
现实。
至于他是如何不断解惑的，在此不作分析。
这里我们将重点分析的是什么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现实性。
我们将从马克思现实性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性思维方式、主体性思维方式的比较中去把握这个问题。
 实体性思维方式和主体性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现实性的思维方式一样，都是以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为关注点。
所不同的是对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认识。
对于前者来说，思维虽然以存在为基础，但思维这种理性力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存在的限制，
在存在之外找到其合理性的支撑点。
但对于后者来说则恰恰相反。
思维的力量再强大，也是来自于存在的恩泽。
 实体性思维方式认为理性是以客观为基础的，主体性思维方式认为理性是以主观为基础的。
前者从客观出发寻求人类理性的最终归宿，后者从主观性出发，寻求全部客观性的最终基础。
实体性哲学范式与主体性哲学范式就是这两种思维方式上的产物。
相对于实体性思维来说，主体性思维是一种更为进步的思维方式。
因为在“人的自我意识是否达到自觉”这个问题上，主体性思维方式有着不同于实体性思维方式的理
解。
 在实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所理解的思想是非人的思想。
人的思维方式是客观的理性或者说是逻各斯的驯奴。
古希腊时期的主流哲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
如，柏拉图哲学就是一种标准的实体性哲学。
在他哲学中的“主体”虽以人的外衣出现，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就是人，而只是“意味着构成存在者
的基础的东西”——实体。
实体性思维方式中的客观理性统治着思维方式，人所思考的主角并非是自觉自主的人。
这种思维方式是处在童年时期的人类，在自我意识还未得到足够多的现实土壤的滋润时，很难避免的
一种思维方式。
尽管那时有普罗泰哥拉高声称道“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这微弱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火苗并不足以改变
还未做好准备脱离蒙昧孩提时代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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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研究》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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