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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的主体部分是作者在200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西方解释学视域中
的马克思：一种批判性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把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运用于无产
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的科学思想体系。
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与对象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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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学问题　　我的论述主要是循着解释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之处进行
考察的，因此要树立相对完整准确的关于这一理论建构的&ldquo;认知测绘&rdquo;（詹姆逊语），就
离不开对解释学和马克思主义各自发展轨迹的基本理解，也离不开对马克思文本中解释学问题的认知
。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回溯解释学发展概要以开启研究之门。
　　一、解释学发展概要　　（一）解释学理论的发展　　解释学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说，
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是神学解释学、法律解释学
、文学解释学等局部解释学阶段。
神学解释学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语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学。
当这种学问运用于法律和法典的理解和解释时，就产生了法律解释学。
在各种局部解释学看来，解释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方法，研究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学说就是解释学
。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一般解释学阶段。
他俩的解释学也称为&ldquo;古典解释学&rdquo;。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根据以往《圣经》解释学的经验，把
解释学概括为&ldquo;避免误解的艺术&rdquo;，从而使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成为普遍解释学理论
的具体运用。
藉此他把解释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引进哲学，从而把局部解释学发展到一般解释学，实现
了解释学上&ldquo;哥白尼式的革命&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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