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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但这是我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才提出的称谓。
马克思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哲学家。
从他献身于哲学的那一天起，他对哲学的总体理解就已经脱出传统哲学的俗套。
他在1842年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就这样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
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
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
哲学。
”我相信，马克思的这段话代表了他贯彻终身的哲学精神。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马克思对当时“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德国哲学
非常不满，强调哲学自我意识是“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
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
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使哲学不断纠正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另一方面也使世界不断合理
化，从而整个历史进程就是哲学实践的结果。
正是出于对哲学和世界的关系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从他一开始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就对构建形而上
学公理体系的哲学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更注重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
为一种实践哲学，就是因为它同那种通过“纯思”来构建理论体系的“纯粹哲学”殊属不同，是一种
真正体现实践意志的哲学。
它的目标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人从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社会关系或社
会制度中解放出来、或者说消灭这种社会关系，达到一种“人的高度的革命”。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形成不是从概念．的演绎开始的，也不是从直观的感性经验
开始的，而是从对现存社会的政治批判开始的。
正是这种政治批判的不断推进使马克思认识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
的直观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担当起使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责任。
为此，马克思不能不从哲学本体论上彻底颠覆旧哲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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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这个思维的内在性原则出发，笛卡儿认为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或确定性的知识只能来自
于“我思”，确切地说来自于理  .性直觉和演绎推理，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
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把演绎推理看成是真理性知识的最终保证。
在他看来，演绎推理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否确实可靠，取决.于演绎推理得以进行的
前提是否正确。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类正确观念呢？
笛卡儿断言这种正确的观念不能来自感觉经验，因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
既然感觉不能提供真理性认识，那么，能够作为推理的前提的正确观念就只能来自于理性直觉。
笛卡儿相信，通过普遍怀疑扫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成见之后，理性这个“自然之光”便能不借助于
任何推理直接发现或把握某些不证自明的真理。
这就是所谓“天赋观念”。
这种观念不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而是从我自己的本性得来的，或仅仅根据我能够从我的思想里得出的
清楚明白的观念，例如在几何学中的三角形观念，即便我在世界上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三角形，这个观
念也是真的，无可怀疑的，因为三角形的这个本性、形式或本质是不变的、永恒的，不是我凭空捏造
出来的。
然而，在笛卡儿“我思”所确立的思维内在性原则中，尽管“我思”意味着思维着的我的存在，但这
种我思和我在的同一性，归根到底不过是思维的自身联系或思维的纯粹的自身同一，而并没有指向思
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笛卡儿并没有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只不过在他看来，从“我思”中不可能直接引申出外部世界的存
在，若想明确地、无可怀疑地确立外部世界或物理的世界的存在，必须借助一个思维的中介，这个中
介就是上帝。
所以，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出发，先是推论出他的第二条哲学原理：上帝存在。
他的推论是，我在怀疑说明我不完满，而我知道自己是不完满的，乃是因为我心灵中有一个绝对完满
的观念。
这个绝对完满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不完满的东西，而只能是来自一个绝对完满的实体，这就是上帝。
在笛卡儿那里，上帝是作为思维的普遍性、完满性、确定性和无限性的代名词而被理性化了，并由此
构成了笛卡儿“我思”中的否定性环节。
借助这个环节，笛卡儿进一步推论出物质世界的存在。
在这里，他把“实体”分割为无限实体和有限实体两种类型，上帝是无限实体，我以及其他一切存在
物都是有限实体，这些有限实体都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
既然我可以从我思中明白无误地引申出“我”这一有限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从上帝这个
无限实体中进一步论证出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实体即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因为这些有限实体如同
我的心灵一样是由上帝这个无限实体创造出来的。
在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上帝的中介作用即为：“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
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人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绝不会怀疑这些规律值为世
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守。
”①通过这个推论，现在笛卡儿把他在普遍怀疑中加以质疑的心灵之外的存在借助上帝这个中介在我
思中重新建立起来。
但是，虽然笛卡儿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但却没有成功地论证我思与外部世界的同一性。
我思是一个有限的实体，外部世界中的有形体的东西同样都是有限的实体，这两种实体的区别是，我
思只是一个在思想而无广袤的东西，它是完全不可分的，而形体则是有广袤而不思想的东西，它是永
远可分的。
在笛卡儿那里，这两种实体是借助上帝这个无限实体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沟通，但这是一个没有论证
的论证，没有说明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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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这个中介，只能凭信仰使我确信心灵中关于外部事物的观念是真实的，但不能说明外部事物的观
念是怎样在我们的心灵中建立起来的。
笛卡儿也试图从身心关系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但很不成功，反而闹出点笑话，如他提出的所谓松果腺
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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