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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第2版）（套装上中下册）》汇集了当代学
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时代课题的联系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这套丛书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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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想，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主张解释成这个意思：哲学家们向来称作是追求认识的那种过
程，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客体恒定不变、而一切适应全在认识者一方面的过程。
事实上相反，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都是在不断的相互适应过程中。
因为这过程永远不充分完结，他把它叫做“辩证的”过程。
 否定英国经验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感觉作用”有现实性，对于这个理论万分重要。
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最接近于英国经验主义者所说的“感觉作用”的意思时，还是叫做“察知”比较
好，因为这意味着能动性。
实际上——马克思会如此主张——我们察知事物，只是作为那个关联着事物的行动过程的一部分察知
的，任何不考虑行动的理论都是误人的抽象观念。
 据我所知，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种能动主义观点批评了“真理”概念的哲学家。
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十分强调这个批评，所以这里我不准备谈更多，等到后面一章中再来考察这个
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掺和体。
他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
的意见完全不同。
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讲的辩证法各阶
段发展下去。
为什么“精神”必须历经这些阶段，不得而知。
人们不禁要想，“精神”正努力去理解黑格尔的著作，在每个阶段把所读到的东西匆促地加以客观化
。
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带有某种必然性外完全不带这种性质。
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
然而，那是一种以上所谈的特别意义的物质，并不是原子论者讲的完全非人化的物质。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
这样，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
 据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结果
，退一步讲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
我想他不会主张，对文化的一切细节全可以这样讲，而是主张只对于文化的大体轮廓可以这样讲。
这个学说称作“唯物史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特别说，它和哲学史家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并不原封不动地承认这个论点，但是我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重要的真理成分，而且我意识到这
个论点对本书中叙述的我个人关于哲学发展的见解有了影响。
首先，我们结合马克思的学说来论一论哲学史。
 从主观方面讲，每一个哲学家都自以为在从事追求某种可称作“真理”的东西。
哲学家们关于“真理”的定义尽可意见分歧，但是无论如何真理总是客观的东西，是在某种意义上人
人应该承认的东西。
假使谁认为全部哲学仅仅是不合理的偏见的表现，他便不会从事哲学的研究。
然而一切哲学家会一致认为有不少其他哲学家一向受到了偏见的激使，为他们的许多见解持有一些他
们通常不自觉的超乎理性以外的理由。
马克思和其余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实的（他不认为它无非是19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
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
关于对一种哲学的主观看法与客观看法的这种矛盾，我们能够说些什么话呢？
 就大体上讲，我们可以说直到亚里士多德为止的希腊哲学表现为城邦制所特有的思想情况；斯多葛哲
学适合世界性的专制政治；经院哲学是教会组织的精神表现；从笛卡儿以来的哲学，或者至少说从洛
克以来的哲学，有体现商业中产阶级的偏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近代工业国家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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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
我觉得，这一点既真实也很重要。
不过，我认为马克思有两点是错误的。
第一，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情况有经济一面，同样也有政治一面；这些情况同权力有关，而财富只是
权力的一个形式。
第二，问题只要一成为细节上的和专门性的，社会因果关系大多不再适用。
这两点反对意见中的头一点，我在我写的《权力》（Power）一书中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准备再谈
。
第二点和哲学史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我打算就它的范围举一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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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第2版)(套装共3册)》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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