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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包含五个部分：第一章“现当代哲学与抽象‘主体性’批判”，着重对
现当代哲学中“主体性”批判思潮进行深入的反思。
第二章“‘价值主体’：‘主体性’不可消解的维度”，充分吸收现当代哲学的积极成果，从马克思
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对于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主体性”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
想的理论内涵、思想旨趣和理论变革进行了专门探讨与阐发。
 
第三章“‘主体性’原则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与主体性原则
的深层关系，通过这种探讨，揭示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性。
 
第四章“个人生活的目的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性：‘个人主体性’的合法性及其限度”，首先从“个人
生活的目的”这一问题出发，围绕着个人主体性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对如何维护个人主体性不可剥夺
的存在价值进行充分的讨论。
 
第五章“‘主体性’与‘自由’和‘启蒙’概念的重新反思”，对那些与“主体性”原则、与“主体
性”哲学内在相关，同时也是现当代哲学中引起充分争议的重大课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以上各章内容既相互关联，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
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主体性”及与之相关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究，展开“主体性”原
则的当代视野，阐发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富有当代价值的核心内涵，从而推动关于马克思哲学
主体性思想的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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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现当代哲学与抽象“主体性”批判 一、抽象“主体性”与意识形态批判 二、“主体性”
批判与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反思 三、“认知主体”的存在方式及其批判：以海德格尔为例 四、“主
体性”批判的意义及其限度 第二章“价值主体”：“主体性”不可消解的维度 一、从“认知主体”
到“价值主体” 二、“主体性”原则与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三、“主体性”观念的价值内涵与中国语
境 四、确立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与应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 第三章“主体性”原则与马克思哲学的
当代性 一、人现实的“主体性”与“抽象对人统治”的破除 二、辩证法与人的“主体性存在” 三、
“主体性”与人的理解原则的重大变革 四、“主体性”与“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 第四章个人生活
的目的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性：“个人主体性”的合法性及其限度 一、“诗性”的自我创造与个人生活
的目的 二、“个人主体性”的限度与社会生活统一性的哲学论证 第五章“主体性”与“自由”和“
启蒙”概念的重新反思 一、“主体性”与“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自由观 二、哲学的启蒙功能与人
的自我解放 三、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哲学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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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一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商品经济的现实运作中，这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
必然性。
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即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
马克思发现，当生产的目的从直接的使用价值转向间接的交换价值之时，一种“同质化”的抽象力量
——资本逻辑就发生了。
这也就是说，本来生产的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现在却抛弃了这种特定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转而
追求一种抽象的等价之物——价值。
而资本作为这种价值抽象的最高点，把这种同质化发挥到了极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都在围绕
“资本”而旋转，都通过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而被磨平和同质化。
这样，“资本的同一性因此便从这种同质化的时空中喷薄而出”，而这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交换关
系所造就的同一化时空，实际上就是理性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现实体现，也即资本逻辑在时
空中具体展开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但这却是一个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这里，人的发展采
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
这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资本逻辑与同一性形而上学相“联姻”的特殊历史。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以商品为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这一巨大“形而上学本质”：它
确实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
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所以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相互拱卫的。
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
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马克思语），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
“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最绝对可靠的出发点正是资本的同一性，资本的同一化的过程与怀抱包罗万
象的笼而统之的哲学的企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形而上学是打在资本的额头上的该隐的记号。
”这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
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
的“一”——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
总之一句话，在资产阶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
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
可以说，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是一对“隐性伴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编辑推荐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编辑推荐：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评估“主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在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
它对今天我们重新阐释“主体性”思想有什么价值？
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主体性”意味着什么？
现当代哲学针对“主体性”思想所展开的种种批判和反思，其针对的究竟是什么？
其意义和局限性究竟是什么？
对于与“主体性”问题相关的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和观念，例如“人的存在”、“自由观”、“发展观
”、“启蒙观”，等等，我们应该做出何种理解和阐释？
所有这些都是哲学发展中带有关键性的一些重大课题。
就它们进行专门探讨，无论对于深化“主体性”思想的研究，还是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正是围绕上述问题，在当代哲学的理论语境中，对“主体性”观念进行
专门研究和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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