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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奎良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我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比较活跃，成果也很多。
摆在我面前的书稿《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实践指引》，就表明了奎良孜孜不息的探索精
神。
任何一种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自己的社会理想。
这种社会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和科学性都同它的哲学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毫无疑问，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相关性。
张奎良的这本著作是哲学与社会主义交叉性的课题，是我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唯物主义与社会主
义的相关性研究的重要著作。
这种研究不论是对哲学还是对社会主义学说而言都是有益的。
这个课题能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既体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沉思索和独到的见解
，也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内在关联研究深化的诉求。
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唯物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其最终结论的。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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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全书力求从哲学唯物主义的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意在论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
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哲学视野上的深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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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而是
逻辑的设想的自然界，马克思说，“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
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①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
②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产生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
—尽管以异化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这些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用铿锵作响的语言明确表述出来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能停滞在一个半世纪前，它应当与时俱进，具有现代性，是一种现代的唯物主义
。
这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当年的论述，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唯物主义也要拓展新境界，统摄和概括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成果和理念提供给唯物主义的新内涵。
唯物主义首先是存在论，表明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样存在的，传统哲学中与此相关联的一切范畴在
新世纪里都表现出滞后性、陈旧性，必须用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理念去重新梳理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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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实践指引》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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