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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后现代大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认为，他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知识考古学”，是为了关注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
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即非连续性，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密码。
①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
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
这不过是假象。
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
中的独特的异质性、。
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
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
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
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
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
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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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后现代大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认为，他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知识考古学”，是为了关注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
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即非连续性，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密码。
①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
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
这不过是假象。
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
中的独特的异质性、。
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
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
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
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
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
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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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序导言一 五大解读模式：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二 马克思理论写作中的三类文本及其
哲学评估三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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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冲击的经济哲学逻辑一 一种经济学浪漫主义的主体性审判二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抨击三 赫
斯：哲学层面上被凸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异化四 青年恩格斯的早期经济学哲学批判第二章 经
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第一节 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 青年马
克思与《克罗茨纳赫笔记》二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本解读：再审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缘由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内在理论学思的重新界定第二节 《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与写作语境一 《巴
黎笔记》的文本结构二 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认知背景三 《巴黎笔记》的具体阅读语境与
内在研读线索第三节 《巴黎笔记》的摘录性文本研究一 一个沉默的开端：从萨伊到斯密二 政治经济
学理论逻辑的初识三 李嘉图：话语转换前的一种思想激活第四节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
书摘要》：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之凸现一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解读
语境二 理论建构A：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评判三 理论建构B：经济关系颠倒之经济学哲学反思四 理论建
构C：劳动异化逻辑的初步设定五 走向总体批判：一种社会主义的结论第三章 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
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情况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文本结构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般评述第二节 走向社会本真的人学现象学批判一 
第一笔记本的文本结构与总体逻辑构架二 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 中的两种话语三 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史观第三节 权力话语与复杂的隐性逻辑悖结一 经济哲学：第二笔记本开始
的新视域二 第三笔记本：一个总体评价三 经济学中的现实历史四 哲学共产主义五 青年马克思的社会
概念六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探讨第四节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批判一 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误区
与费尔巴啥的批判方法二 两种现象学：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蔽与遮蔽三 客观地扬弃异化：对黑格尔意
识对象克服论的批判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理
论联盟一 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方法的再批判二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三次批判三 社会主义与哲学唯
物主义结合的重新审视四 马克思思想中逐步强化起来的新唯物主义倾向第二节 无策略：人本主义逻
辑的亚意图颠覆一 《布鲁塞尔笔记》A的前期摘录与研究二 李斯特与经济发展中的“德国特色”三《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文本情况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四 政治经
济学批判中的一种哲学逻辑解构第三节 马克思走向哲学革命的非常性思想实验一 马克思的《黑格尔
现象学的结构》解读二 令人费解的《笔记本中的札记》第四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格式塔
变革323一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实践意味着什么二 马克思认知构架的质变三 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科
学方法论之最初建构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的重要理论参照系第一节 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
究的新进展一 《布鲁塞尔笔记》B与《曼彻斯特笔记》的文本研究二 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特定
语境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联结一 物质生产特别是劳动创造了一切社会财富和知识二 批判
资产阶级社会也可以承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三 劳动价值论的肯定与逻辑翻转四 能否发展生产力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依据第三节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 施蒂纳和《唯一者及其所
有物》的一般理论逻辑二 费尔巴哈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之证伪三 施蒂纳为什么同时批判资产阶级社
会与社会主义四 “打倒一大片”的施蒂纳到底想要什么第六章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第一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与话语结构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定对象性语境二 《德意志意识形
态》写作及其文本的一般情况三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手稿的文本结构四《德意志
意识形态》复杂的话语重组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历史性存在及本质一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话语和历史规定二 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三 现实的个人与历史性生存第三节 分工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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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历史：一种经济学的现实批判话语一 分工在马克思科学批判话语中的地位二 分工与历史发生
的四种社会所有制形式三 一个简短的理论评述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第一节 科学批
判理论的新基点一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写作语境二 一定的历史的暂时
的历史情境三 能有：一种逻辑与现实的科学联结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一 蒲
鲁东与《贫困的哲学》二 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观点的批判三 马克思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
判四 分立与缝合：哲学话语内居于经济学语境第八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第
九章 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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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些手稿和书信中，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许多没有经过修饰的本真语境，从而能
更清楚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从研究和表述的差异性的角度来看，有的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后来公开发表的
正式论著。
比如马克思在1846年底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过程中写给俄国理论家安年柯夫的信
，就直接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中的一些新观点，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的“一定的
”具体历史情境论。
又如面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传统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仅仅将它作为经济学文本
进行解读，并且以《资本论》的经济理论建构（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度为评判尺度，这就极大地忽
略了这个文本蕴藏着的丰富的哲学成果。
而在我看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手稿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树立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一个新的理论丰碑，即建立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理论的创
立。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个隐性制约的方面，那就是在原来对这一类手稿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
用马克思后来正式发表的论著来简单地评判手稿的非科学惯性思路①，这使我们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
西。
为什么？
我们在论及第三类手稿时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这里，我注意到前苏联学者伊林柯夫的一种观点。
他认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本质和科学方法，绝不能从“考察马克思的各种手稿、摘录、草案以及他
在最初直接了解经济事实的过程中浮现在脑中的各种想法的基础上来加以复原”②。
为什么？
第一，他坚决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论者，以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主要是《1844
年手稿》）的思想解读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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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核对完最后一段资料，面对这几张小小的电脑软盘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大事。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中国学者在摆脱了前苏联、东欧学者的理论牵引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
典文本所进行的一种新的原创性解析。
实际上，这些年我的一个不懈追求，就是试图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历史地回归马克思的真实哲学视界
。
无论如何，我或多或少又向前跨越了一步。
不管这是否成功，它总是烙下了一个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的踏实努力的脚印。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创造性的。
一个哲人有时可能也会写一点笔记，不时还要编些史料，但其根本必须是说出别人没有想到，或想到
而说不出来的东西。
所以，衡量哲学家的唯一尺度，只能是看他是否向人类理性思想宝库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论见。
此乃学术之正果。
二十多年前，当我刚刚跨进哲学殿堂时，曾梦想过将来要成为一名哲学家。
先生点拨道：“哲学是争取自由的学问。
”为这句话，我可是暗暗兴奋了好一阵子。
然而，没多久我就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哲学原来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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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完《回到马克思》一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作者的理论创新意识．全书新意迭出。
无论在观点、概念或方法上都有许多创新，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种学术创新决不是凭借任意放纵
的想象力，而是建立在严肃认真的艰难的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所以特别可贵。
尤其重要的是，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种新的解读模式。
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总结和研究分析了当代各种解读模式之后，通过独立思考。
独辟蹊径地提出来的，可以说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新尝试。
　　——著名思想家汝信“回到马克思”是响彻20世纪的口号。
而在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由中国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践行这一艰难的理论工程，令人欣慰
。
这一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流畅，有时甚至是沉重滞涩的，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语境也因之从一种全
新的理论视域中呈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家孙伯鍨这本书有效利用了MEGA2的最新文献，把对一大批马克思早期
经济学笔记的解读与哲学理论分析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创新点。
它的出版将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经济学家洪银兴从出版的角度看，原创性是学术著作的真正生命力和“市场价值”所在。
《回到马克思》在一个大家都熟知的理论话语境域中建构出一种极富震撼力的学术冲击，可谓来之不
易。
中国出版界愿意支持这样的著作问世。
　　——出版家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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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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