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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实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现实如何看待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是近年来理论界部分学人所关注
的一个热点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成为问题并引起关注，是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学术性与现实性相互脱节的弊端。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大多是学术性的，它最容易受到的质问就是：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
因此，在这篇前言中简要地表明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必要的了，它将为本书内容的展开营造
一个有益的思想环境。
如何评价新时期我国哲学研究的状况呢？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哲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焕
发出空前的创造活力。
进入90年代以后，哲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书出了很多，论文也发了很多。
从发表成果的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时期；从质量上看是否是最好的时期，现在还
很难下定论。
不过有一点是大家都普遍承认的：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更强了，活儿做得更细了，大而化之的口号性的
东西虽然并未绝迹，但比以前明显减少了。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比较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研究
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

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当代视野，借鉴哲学解释学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一系列文本的重新解读，从哲学观、存在论
、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人学等多维视角，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对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作了探讨。
本书的内容大多来源于作者对学术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的思考，有的就是作者直接介入学界相关
争论的产物。
因此，与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前卫性，即对学术研究前沿问题的探讨；二是独特
性，即作者个人观点的鲜明表达。
本书的出版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
建设和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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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学功，1963年生，四川简阳人。
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院），获哲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并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入学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社会理论。
主要著作有《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与丰子义合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当代的发展》（与李德顺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与吴元梁
等合著）等。
译著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徐素华合译）。
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50
余篇分别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或转摘。
博士论文《本体论哲学批判》于2004年10月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提名，2005年9月获中国社会科
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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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现实中的学术与学术中的现实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境遇   一  马克思主义“当代性
”问题的凸显   二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合乎时宜的”   三  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形态   四  关于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划界   五  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危机”   六  摈弃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   七  坚定
不移地推进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 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的当代解释   一  历史文献研究中的解释
学方法   二  解释的客观性和解释学循环   三  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   四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
文本依据”和“问题视域”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观的合理总结和当代确认   一  哲学观：问题、名称与
论域   二  马克思哲学观的核心要义   三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总结   四  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
克思哲学观的确认   五  哲学观反思与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第四章  从哲学形态转变看马克思的哲学革
命   一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与马克思哲学实质之争   二  怎样看待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提法   三  
在何种意义上把传统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来考察   四  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形态的超越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   一  中国哲学界相关研究述评   二  Ontology：译名之争   三  传统本体论与现
代存在论的划界   四  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基本特征   五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六  马克
思哲学存在论的基本思想 第六章  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   一  关于“世界观”的概念   二  马克
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   三  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 第七章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   一  对一个
命题的两种不同理解   二  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性质   三  关于“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四  马克思
自然观与当代环境问题 第八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  以《形态》和《宣言》为中
心的“世界历史”理论   二  “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三  “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今全球化研究
的价值 第九章  马克思哲学与“人文关怀”   一  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被遮蔽的原因   二  实践的
观点与人文关怀维度的关系   三  人：只有作为结果才能成为前提 第十章  “回到马克思”与建构马克
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一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进路   二  哲学形态概念和形态学方法   三  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诸种存在形态   四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
个公共问题   一  学术与现实   二  学科与学说   三  历史与理论   四  体系与问题   五  返本与开新 附录一  
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年（—）   一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二  “问
题意识”凸显和领域（部门）哲学勃兴   三  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附录二  在范式转换的途
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诊断和我们的选择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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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凯尔纳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消失为能够加强自由、民主
和人类幸福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认为，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如此深刻的改革时就抛弃社会主义思想还为时过早。
人们仍然可以把社会主义思想用作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改善政策以及满足具体政策要求的实际指导
（如充分就业，医疗保险，缩短工作周，对车间、新闻媒介和社会的其他领域加强民主化），人们还
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去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可以用来证明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并证明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和社会控
制的合理性。
既然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导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那么就应该强调调节的需要以及一种更好的社会
组织的必要性。
把必要性放在充分重视资本积累上，忽视人民的需求，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局限之一。
在技术使更少地工作成为可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缩短工作日和增加休闲范围的要求就显得特别贴
切，然而资本主义却在继续加强更多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观和个人全面发展观似乎适合于现今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且能够为谴责持续不断的
社会压迫提供一种批判的立场。
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民主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比自由主义更可取。
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行使过并且被马克思歌颂为社会的自我管理典范的人民主权，是包括关于社会和
政治方面同时还有经济民主方面的真正的人民主权。
相反，在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实际上被缩小为定期的选举，在社会领域很少有真正的人民主权
。
在他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是简单化的，它通常把自由局限于个人在市场和政治多元化竞争
中的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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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与我的另一部书《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是姊妹篇。
《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专著（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
初稿完成于2001年春夏之交，并顺利通过答辩，随即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论文”
（2004-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
在此期间，我根据答辩后来自各方的意见（参见该书“后记”），对初稿做了必要的修改，并将定稿
交给出版社，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当我已暗下决心与此前的研究告别之际，各种机缘使得相关研究部分地延续了下来。
本书就是我沿着博士论文的思路和问题意识进一步拓展研究的产物。
两书合观，可以看到我近1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心得和体会、收获和成果
。
它们都酝酿和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特定的学术氛围，所探讨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我对学术
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的思考，有的就是直接介入学界相关争论的产物。
我向来十分关注学界的研究动向，除专门写文章予以评述外，也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相关讨
论。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两本书也为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
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视窗。
本书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04年我调入北大哲学系工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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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解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青年学者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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