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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马克思哲学来说，人文关怀的线索无疑是始终存在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文关怀的线索
是被置放在一个崭新的理论界面上来反映出来的，这种新的理论界面就是历史性的、现实的生产关系
。
“人文”被消解在“生产关系”的界面中．并由此而成为一种更为深刻的人文线索。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切入，那么，人文的线索实际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的线索。
马克思之所以紧紧抓住生产关系的概念来阐发其哲学的人文内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
，对人文的最大关注就是致力于揭示出一条实现这种人文目标的现实途径。
如果只是停留在从一般性的“人”的角度来批判现实的物化关系。
那么．每一个具体的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前进半步。
马克思之所以把一般性的“人”称为抽象的人，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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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导论一 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沿革二 学界对经济哲学方法的不同理解三 本书的话语言说背景
及工作目标第一章 古典历史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亚当·斯密及苏格兰历史学派第一节 斯密经济
哲学方法中的历史性维度一 历史性研究范式的形成二 古典历史主义方法的深刻性与肤浅性三 18世纪
的苏格兰与斯密第二节 斯密经济哲学方法中的社会性维度一 社会性思维范式的形成二 社会性维度在
具体经济观点中的体现三 启蒙思想在经验性社会观中的承载第三节 经济学与伦理学思路的兼容——
大卫·休谟的经济哲学方法一 “社会”：一个亚经验性的概念二 作为经济学思路之补充手段的伦理
学三 不同的经验现实造就不同的经验主义第四节 弗格森：“另类”的历史学派思想家一 独特的人本
主义经济哲学方法二 “历史”在上帝的帮助下凸显自己三 弗格森、黑格尔与马克思第二章 李嘉图及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哲学方法第一节 李嘉图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一 古典经济学视域中最
深刻的唯物主义者二 经济学“革命性突破”的哲学意义三 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以卢卡奇为例
第二节 汤普逊的功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一 从古典自然主义到功利主义二 从李嘉图水平的倒退三 表面
上的唯物主义第三节 霍吉斯金的自然主义经济哲学方法一 抽象自然主义与抽象主体主义的结合二 “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一个伪概念三 对经济现实的存在论解读之“非法”性第三章 李斯特及德国
历史学派的经济哲学方法第一节 李斯特：读不懂历史的历史学派思想家一 历史的和唯物的，却不是
历史唯物主义的二 实践的，但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三 历史、实践概念掩盖下的自然主义四 李斯特、
马克思与我们：一点理论反思第二节 罗雪尔的经验历史主义经济哲学方法一 “唯实的”历史方法之
形而上学本质二 修昔底德、萨维尼与罗雪尔三 面向社会本身抑或解剖社会生活的本质第三节 施穆勒
的新历史学派经济哲学方法一 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统计学方法二 新历史学派：历史的伦理学派三 历
史性思维拒斥拜物教的理论视域第四章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上)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复调式经济哲学方法一 经验实证主义与抽象人本主义的并存二从经验实证主义转向经验历史主义
三  经验历史主义不排斥抽象人本主义四 实践：一个“后市民”意义上的概念第二节 《穆勒评注》：
经济哲学方法发生突变了吗?一 “劳动异化”是以孤立人的逻辑为基础的吗?二 “交往异化”的实质三 
基始性的主体际性关系与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第三节 “布鲁塞尔时期”经济哲学方法的焦虑态势一 “
布鲁塞尔时期”之前的方法论视域二 经济哲学方法滞后于政治批判的热情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的方法论焦虑第四节 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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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沿着斯密的思想发展线索来审视其经济哲学方法中的社会性维度的形成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对其思想本
质的把握。
几乎从斯密思想发展的一开始，其方法论平台上就并存着两个在斯密那里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部分，
即历史发展的方法与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
既相信历史发展阶段性又试图用简单和优雅的牛顿式的原理法来解释社会中复杂的现象，最后只能用
不同的社会机制和抽象人性的相互作用这种很含糊的方式来解释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这是所有苏
格兰历史学派思想家共有的特点。
斯密受牛顿式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很深，他几乎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的理论任务是，像牛顿解释
自然现象一样，分别用简单明了的原理或原则来对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领域进行牛顿式的解剖。
尽管独特的苏格兰历史背景使他的方法论中加进了历史的线索，但应该说，从本质上讲，他的方法论
重点在于社会性的方法方面。
斯密思想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对这种社会性方法的内涵的理解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1748年的《关于修辞学和美文学的演讲》中，斯密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用几条原理来解释社会科学中
的各种现象的所谓“教诲式”的阐述和研究方法，并把它与“诗歌的”、“历史的”和“修辞的”三
种方法并列在一起。
此时，斯密对原理或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产生与运作机制还不甚了解，也就是说对哲学方法论中
社会性维度的内涵实际上还无法深刻把握。
从思想来源上看，他极可能受到了休谟等人既注重从人性出发解释社会现实又注重历史学研究的思想
方法的影响（休谟既是著名的人性论哲学家，又是著名的英国史专家，但他实际上没有达成关于事实
的历史研究与关于人性的理论研究之间的统一）。
斯密把“历史的”与“教诲的”的方法并列在一起，其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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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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