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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论著。
仔细斟酌之后，我终于还是决定选用“历史原像”——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概念——作为书名，日本著
名学者广松涉在研究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时也曾用过这个语词。
其实，使用“原像”这一提法并不是想武断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和观点代表了唯一正确的结论，毋宁说
我们试图借其固有的颠覆性来表达如下的理念：努力挣脱前苏东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领域强
加的意识形态构架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界必须向世人提供一种新的思想史研究和叙事
类型。
这也是我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期冀和追寻的方向。
在1999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中，我提
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即如何真正科学地面对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在我看来，由马克思哲学解释所引发
的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足以适用于全部思想史研究领域。
当时的思考和自省，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其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解读中“五大模式”
的指认。
在20世纪对新发表的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早期文本）的解释中，存在许多截然异质的理论观点，这些
观点之间的无意识争论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可谓相当热闹。
不过，极少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承认：面对同一理论文本，采用不同的解读方法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
认知结果（其时我自己的反思显然是受到了库恩、拉卡托斯等人在科学史研究中呈现的范式结构论的
启发）。
“五大模式”从事实角度确证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中，同样可能因为研究方法和根本立场
的不同而导致十分异质的解读结果。
毫无疑问，对解读方法的自觉正是通往文本真境的正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论著，还是2004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哲学社会理论研究
创新基地南京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重大前期成果。
全书共十五章，分为四编，主要介绍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人学现象学的历史建构及
其危机，走向总体性历史科学新视野的哲学思想革命以及新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的演绎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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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最初探索：从康德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是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
的特利尔城接受中学教育和思想启蒙，开始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历史的最初探索的。
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少年马克思从父辈和师长那里接受了一种洋溢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
气息的进步世界观，其哲学基础是康德一费希特哲学。
进人大学之后，青年马克思开始真实地思考现实问题，现实存在的与应然理想之间的尖锐对立击溃了
青年马克思原先尊崇的康德一费希特哲学，使他陷入了一场全面的精神危机之中。
正是在迷途中寻求精神出路的过程里，青年马克思逐步意识到没有哲学自己无法前行，从而在批判与
反思中日益接近自己原先拒斥的黑格尔哲学，并成为其时普鲁士激进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
转向黑格尔哲学，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因为正是经过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化理
解，青年马克思方才真正把握住时代的精神脉搏，使自己有可能走到时代的最前沿，批判地继承同时
代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着手属于自己的、新的、革命性的理论创造。
第一节 伦理激情的深情呼唤：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诞
生在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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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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