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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本书的中心任务。
在考察学界关于这一概念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本书一方面指出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着
重在现代性问题语境中呈现这一概念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
本书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以及经由这一概念所确立的新哲学观念，直接应对的是现代性状况
下“个体主体”与“社会共同体”，分裂这一重大现实课题，试图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是马克思哲学革
命的根本出发点。
本书还自觉地与当代政治哲学思潮进行批判性对话，在比较研究中开拓规范论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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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绍斌，男，l975年10月生，江苏灌云人。
1 998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经济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7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赴加拿大皇后大
学哲学系访学一年；2008年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空军航空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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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马克思重建现代性的根本途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掌握社会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的人格，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要想破除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要有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体之间的联合并
掌握社会生产。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以“社会”的方式占有整个生产力，那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
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单个的个体占有或部分地占有生产力并不能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质
。
另一方面，“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
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
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把资本变为集体财产，改变的
是其社会性质，也就是去除其阶级属性，这样，利用财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关系也将被消除。
二是，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财产的社会属性的变化并没有使个人丧失财产，也就是说，个人的
劳动所得应该得到承认，而且，财产的社会性质本身与个人占有财产也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马克思并不是要消灭财产，也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消灭个人的财产占有，他所要消除的是
那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正是以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方式来行使对社会和
他人的权力的。
同时，马克思也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财产关系其实让无产阶级最终失去了财产，进而无
法占有自己应得的财富。
那么，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其实就是把本应属于工人的财产还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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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最初接触哲学至今，我的学习一直与马克思哲学相关。
但是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感悟与多年前相比，可以说发生了太多改变，这也正与我生存状态的变迁相
适应。
现实生活总会有新的困境和问题出现，也会有新的期望和梦想产生，我试图通过探究思想的深层动因
来找寻可行的方案。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寻找激进的社会变革路径成为其思想主题。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图景，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既保有个体的自由平等
又寻求价值共识和人类团结，成为当前重要的思想议题。
马克思哲学若想继续成为我们探寻未来道路的理论资源，就必须直面当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只有在回
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激发马克思的思想之生命力。
本书从一个概念切入，表达的是我对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的思考。
这一思考不仅与现代性问题语境相关联，也与当代政治哲学的相关讨论进行了批判对话。
对于前者，我们着力较多，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观念和方法；而对于后者，我们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
和探索，我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将是国内学界的重要致思取向。
当代学界特别是英美道德和政治哲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如果不能自觉地与其进行对话
沟通，我们将失去推进马克思思想走向当代的又一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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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以“反现代性的现性话语”对事克思“社会”概念进行了理论定位并确立研
究的基本视域，进而通过该视域重点阐释这一概念所其有的重建“公共生活”的根本思想指向，并从
“存在论”旨趣、“实践性”特质以及“历史性”维度等层面具体解读这一概念的理论意蕴。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还自觉地与当代政治哲学思潮进行批判性对话，力图在比较研究中开拓“规
范论”的马克思思想空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