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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同中介之间虽然有差异，但一种中介之所以能在另一种中介的基础之上产生实际上说明了两方面的
问题：一是它反映了世界某个方面的存在特性，二是它与其他中介至少与它之前或之后的中介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
不同中介之间的差异甚至异质性实际上说明了世界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世界存在物
的多样性，更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异质性。
在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联结论”的观点也许能对此有较好的说明。
若果真从世界是由不同逻辑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角度去理解上述中介的存在，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哲
学揭示的中介越多、越准确，它对世界的认识也就越深刻。
　　内部哲学与外部哲学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如果哲学简单断定世界的存在，那么它会犯独断论的错误；如果哲学只停留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
，它又会陷入内在论（主观论）。
因此，哲学研究应该以世界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为前提，借助内部哲学，不断揭示世界的性质与规律，
并以此再去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内部哲学。
这样的哲学研究才是完整的哲学研究。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由于各择一端，因而走向了理论研究的片面性。
当然也有不少哲学家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从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是在的前提”到晚期海德格
尔的“聆听在的声音”，从早期马克思对认识与实践主体性的强调到后来马克思对历史规律性的重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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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准
确地把握马克思精神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高呼：“不能没有马克思。
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
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 在当今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终结论”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绝于耳的情况下，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
的思想家，德里达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的。
实际上，它既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又反映了哲学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相反，它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因为，在当今世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自然离不开马克思精神，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也离
不开马克思精神，正如德里达所言：“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的自由
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定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新的形态与方式正面解释世界形势的发展并做出准确判断。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但一种哲学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必须要准确
地解释世界。
如果一种哲学连世界都难以解释清楚（准确地解释世界，实际上是哲学与世界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
，那么，它又凭什么要求人们掌握并根据它去改变世界呢？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不可或缺的思想，而现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释世界方面又不尽如
人意，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在寻求到“马克思精神”的基础之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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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收录了作者多年以来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33篇，具体包括《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
题》《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和“自我中心困境”》《逻格斯中心的毁灭》《福柯性意识理论评析》《
全球化表征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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