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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并不单纯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而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论证背后都隐含着明确的现实实践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指导着中国现实的革命与改革，我们似乎更可以说现代中
国革命及改革的曲折历程，直接决定或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论述主题及其精
神方向。
也正是如此，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就及其未来走向，就必须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
治实践论述，也即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论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派论述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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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志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宗教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近年来先后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新华文摘》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专著2部
。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多项。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着重在比较的视野下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并致力于后实践哲
学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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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谓中国现代哲学尚没有真正的人思？
是说现代中国哲学界缺乏饱学之士吗？
抑或是说我们对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上没有起码的认识，以致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完全是处于一种空
白状态？
这样的一种对现代哲学状况的认识难道不是一种民族虚无或自我贬损吗？
非也。
我这里所说，中国现代哲学尚没有真正的入思”，绝非意味着现代中国哲学的从业者没有关于哲学某
些“断想”（甚至是较为深刻的“想”），而是意味他们（也即我们）尚没有在整体上以“思者”的
姿态去思。
这里我们需要澄清“思”、“想”以及“思者”的姿态。
依汉语古义“思”乃睿也，深通也。
“想”者，心着于相也。
套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基于本体的纯思为“思”，而胶着于现象的思考为“想”。
基于此种分辨，可以说，我们有过太多的“想”，也曾有较多以“想”的方式的“思”，而真正的“
纯思”和我们尚距离较远。
之所以如此，缘于我们尚未确立起“思者”的姿态。
所谓“思者”的姿态，并非是什么特别玄远的东西，它包含两个场面：超验维度与个体位格。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展望>>

编辑推荐

樊志辉所著的这本《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展望》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探讨了马克思的存有学洞见及其与儒家存有学的比较；马克思哲学的诠释视域及其误区；苦
难记忆与现代性生存——马克思、中国传统与我们的哲学使命；思向何处以及如何入思——对中国现
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省思；王道秩序与个体信仰——从政教关系的视角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
的关系的审视等十章内容；下篇为邓小平理论与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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