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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做特定的哲学概念，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观念和东西方马克思主
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为主线，剖析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开展的三次大的哲学理论
论争，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待东方社会的不同理论观点，分别论述了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和当代状况，从中勾勒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风貌、基本特
征和主要创获。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由何萍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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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萍，1953年10月生于武汉市，1988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哲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认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化哲学。
著有《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生存与评价》、《中餐传统科学方法的嬗变》（合著）《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
》（合主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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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哲学史观与研究方法
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几点思考
文化创造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苏联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刍议
重视传统——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撰写的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及其历史嬗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与外史的书写
    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的一个比较研究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从20世纪初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谈起
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
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性解读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解放的观念变革
反思当代反全球化运动——2002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简介
2006年中国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及其走向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东方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再思考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
论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解答
从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看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四、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兼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走向
辩证法的辩论与人的研究
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元路向——论本·阿格尔、马里奥·本格和凯·尼尔森的哲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与视野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源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播与创新——重读瞿秋白
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巴黎公社精神在中国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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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阶段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
当时，正值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
批判近代哲学追求绝对性和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反对把哲学看做是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
学”、破除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人的主体性，构成了当时哲学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于这一时期，与其他的现代哲学家一样，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形而
上学，表现出其哲学的共性和一般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以不同于其他现代哲学家们的方式来终结近代形而上学。
在其他现代哲学家中，那些主张以自然科学精神来终结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创造的是实证主义的哲学
传统，而那些主张以人文科学的方法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则创造的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与
这两种传统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到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之中，通过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创造了
以工业理性批判为核心内容的实践哲学，形成了现代哲学的第三种传统，体现了其哲学的个性和特殊
性。
 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
这正是人类思维方式和人类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
在思维方式方面，物理学革命和人文科学的兴起，分别在自然科学和文化历史领域打破了绝对性和单
一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综合化的现代思维形式。
在人类历史方面，帝国主义的产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认识论和人类生存危机、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国家等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面对这些主题，那些沿着实证主义哲学传统发展的哲学家们集中于认识论领域的研究，创造了现代分
析哲学，而那些继承非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则把人的生存危机作为主题，与这两者相比，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最为广阔。
当时，除了结合物理学革命和人文科学的成果开展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外，马
克思主义哲学还开辟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是帝国主义的研究；二是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开展意
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批判。
这两个领域对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这一时期有两个因素导致了世界哲学主题的变化：一个因素是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后果；
另一个因素是席卷西方世界的“新左派”运动。
前者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了哲学家的面前，后者推动着哲学转向了制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
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的研究。
在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制度的文化批判、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最具有人类共通性的问题。
由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非马克
思主义哲学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有关科学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工业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批
判的思想，对社会的理性结构进行解构和文化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也有意识地消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革命性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有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因素彰显出来，能为其
他哲学思潮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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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从哲学史观与研究方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东方社会、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
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专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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