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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意识形态视为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地分析各种意
识形态现象时坚持的基本理论立场、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及建立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意识形态现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
的特殊作用和意义等。
《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由余一凡博士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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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凡(1982—
)，男，河南信阳人，法学博士。
现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青年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研究。
曾多次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项目的研究，目前正主持一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
及一项南开大学校内创新项目。
论文多在《高校理论战线》、《理论与改革》、《理论与现代化》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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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阶段就是自我意识。
所谓自我意识就是内在世界对于内在世界的直观。
对于意识来说，真理是意识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而对于自我意识而言，“这种确定性和它的真理性
是等同的；因为确定性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对象，而意识本身就是真理。
”自我意识是由于欲望而出现的，并且只有在否定其对象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己，只有在一个别的自
我意识中才能获得满足，自我与他人就有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自我意识为了保证自己得到满足，在要求另一个自我意识存在的前提下力图战胜它，保证自己成为另
一方的“主人”，从而成为一种自为的存在，而另一方成为“奴隶”，是为了满足“主人”而存在的
。
当然，这种主奴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转换的，一方面奴隶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劳动成果为主
人享用，主人获得满足，但另一方面奴隶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物的主人而获得满足，主人则由于对其
劳动产品的依赖而逐渐成为奴隶的奴隶，奴隶因其劳动而成为主人。
经历了主奴关系后的自我意识还须向前发展才能获得自由，在这种状态下，自我意识只为追求纯粹思
想上的自由而枉顾外部现实，在现实中往往会把一切实际行动都视为无意义而加以拒绝，个人精神会
陷入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之中。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关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客观世界或它自己的实在性，将
二者当作自己本质的否定物，只有精神发展到理性阶段，它才确知自己就是实在，将对他物的否定态
度转化为一种肯定态度。
这一阶段是自我实现或主客体统一的阶段，要在事物性的东西中寻找出真理。
在“观察的理性”阶段，意识主体与对象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对象是外在于意识的，而在现实的活
动中，意识主体则通过实践在客体中体现自己，实践活动被黑格尔当作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关键，在其
中达到“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才真正是个体的实现，此时，“理性”的基本原则——“自我即
实在，实在即自我”得到了贯彻。
而“当理性之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亦即理性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
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精神发展进入到第四阶段——精神。
 前面三个阶段都是个人意识，而第四阶段则表现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是人类的历史。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乃是“真实的精神，伦理”，这是尚未发生自我异化的社会阶段，
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打成一片，其现实代表是历史上的古希腊共和国，整个社会是一种和谐无争的“
伦理世界”。
这一阶段后期，统治者与普通人群之间的矛盾促使精神过渡到第二阶段：“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
”，这是社会彻底异化的阶段。
黑格尔认为，在这个阶段，精神世界分裂为两个：一个是现实世界，即自我异化的世界，另一个则是
精神在纯粹意识的以太中构成自身的世界。
社会现实成为精神异化的结果，对于个人来说，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则需要“教化”，“个体性的自身
教化运动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
”教化是个人适应社会现实、变成社会的人的重要途径。
个人获得教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对自己的自然存在的疏离、异化，来否定直接性的自我，获得普遍性
，成为社会的存在。
“精神”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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