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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一百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业已通过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充分的检验和证
明。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全球化条件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
盾从理论和方法上给予深刻的揭示和说明，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理论
和方法上提供科学的论证和指引。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实践表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当今世界格局和经济政治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诸多全球性问题纷至沓来。
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也正处于关键阶段，社会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的压力巨
大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面临重大冲击，党的执政方式与能力面临复杂而严峻
的考验。
这些重大的现实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
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
起来，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
，无疑是一项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绝不仅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研究队伍以及
机构规模的扩大，而更应体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课题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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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发展与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之间的联系，充分揭示其科学根据和
历史意义，给予每个不同时期哲学范畴重心的转移以深入的理解和说明，力求从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
学范畴发展的脉络和总体趋势，特别着眼于当代凸显的新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之间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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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并未说清楚他那种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与生产活动、理论活动的关系。
后来一切坚持亚里士多德这种区分的哲学家，实际上都是把实践理解为人际行为和理论活动——它们
属于真正人的活动。
康德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传统，他也没有把像劳动这样的物质实践活动看成是适合于自由人
的活动领域，把实践限制在道德活动方面。
认为只有在道德意义上的“实践”，以及特定情况下的艺术，才是在道德意义上的有价值的活动，而
这两者都是意识的活动。
黑格尔第一次把人类劳动包括到实践活动的概念中，强调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积极作用。
正如卢卡奇指出的，这与他对亚当·斯密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的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有关，“
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黑格尔最深刻最完全地理解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性质。
他也是那个时代唯一认真致力于研究当时正在英格兰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问题的德国思想家，也
是唯一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同哲学和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家”。
①然而，尽管他大大丰富了在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劳动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的内容，
但却把人的劳动当做“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也即把劳动归结为一种精神活动
形式，这就把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神秘化和颠倒了。
费尔巴哈实践观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
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②费尔巴哈认识不到生产和人类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他把实践仅仅看做是满足人的直接的、自然的需要的一种消费活动。
而实践作为生产活动，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同时改造着自然。
在费尔巴哈看来，首要的东西是理论活动，而不是献身于作为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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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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