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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年代的推延，我们离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必然越来越远，然而在远离马克思时代的同时，我们却
不能疏远和离弃马克思的思想理念。
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于对历史使命的理论自觉，发出了“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
”的理论倡议。
这些倡议对于我们从根本上打破旧的教科书体系的框架束缚，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精髓，特别是在
新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想抓住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实质，切实地“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必须遵循合理的理论路
径，离开合理的路径只能与目标渐行渐远，而不可能渐行渐近。
当然，通达真理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是普遍性的经验共识，殊途同归的现象比比皆
是，但是，通达罗马的多条道路之间是有差异的，归于一处的“殊途”也各有其“殊性”所在。
王天民博士的这部著作《人的自我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旨趣》集中阐释了马克思的伦理理念
——人的自我创造，可以说这是他开辟的一条通达马克思伦理观理论实质的路径，这条路径也应该具
有其自身的特色和“殊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清晰地展示出马克思的伦理理
念和作者本人的学术风格，从而才能确证著作的理论个性和学术价值。
令人欣慰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已经把这些应然性的理论水准变成实然性的学术成果，而且
在某些方面做得还超出了预期，表现出许多优势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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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分析了在马克思大量的理论著述中充分透溢出的伦理的创造意蕴，继而分析和批判了理智主
义的神化思维及其对人与伦理的神化理解，自然主义的物化思维及其对人与伦理的物化理解，详细地
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与人的创造性存在的契合性，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的现实性及
其对人和伦理的现实化。
书中阐明了伦理样态的历史性变化和伦理规范的动态性存在，深入分析了伦理创造陷入困境的原因及
摆脱创造困境的辩证思路，反思了当代人类的伦理趋向和生活追求，认为生态伦理和发展伦理扩展和
深化了人类的伦理思维，休闲生活营造着伦理社会的现实样态，目前人类正步入全面实现人的创造自
由与丰富本质的真正的伦理社会，而在当前时代凸显出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则现实地确证了马克思的
伦理理念及其所昭示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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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天民，1973年生，山东省汶上县人。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7--2003年先后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3年以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
中《科学思维与信仰思维的统一》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内科研项目两项，参与黑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一项，2007年获准主持教育部青
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与新时期信仰教育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发展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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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规范伦理是以先在的自然事实（血缘关系）为根源的规范伦理，而西方的规范伦理是以先在的思
维前提（本体）为根源的规范伦理；然而，在这两种规范伦理中都贯穿着“先在规定后在”、“过去
规定未来”的思维，这种思维否定了“后在规定先在”、“未来规定现在”、“理想规定现实”的可
能性，从而也就剥夺和否定了人们依据未来的理想，改造现实的存在，创造新事物、新本质的权力。
因此，传统伦理学只是作为规范伦理学而存在，只是体现出了解释说明人性的使命，没有体现出创造
人性、创造人本身的使命，因此，要使伦理不但作为规范伦理而存在，而且作为美德伦理而存在，要
使伦理不但体现出解释说明人性的功用和使命，而且体现出成就、创造人性的使命，必须打破传统的
“先在规定后在”，“过去规定未来”的抽象本体思维，确立“后在规定先在”、“未来规定现在”
、“理想规定现实”的具体历史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由马克思实现的，是由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思维取代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实现的。
三伦理观的“历史性”变革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具体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是马克思一切理论思维的特
质，这一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的伦理观中突出地表现和体现为马克思对人的创造本性的揭示和马克思
用以把握人的创造本性的历史性思维，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对人的创造本性的揭示和马克思用以把握人的创造本性的思维，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的伦理观
，使伦理不再或主要不再作为规定、约束人性的规范伦理而存在，而主要作为解放、成就人性的创造
伦理而存在，使伦理的作用和意义不再是限制和压抑人本身，而是创造和成就人本身。
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创立是马克思伦理观变革的基础和关键，马克思伦理观的变革是一种“历史
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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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原稿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我之所以选择“人的自我创造”这样一个题目做博士学位论文，是为了集中地探讨马克思伦理观的实
质与本性。
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中，马克思炽热的伦理情怀深深地感染了我。
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昭示着热切的伦理期望，马克思的人生实践倾注了真诚的伦理追求。
不理解马克思伦理观的实质与本性就不理解马克思。
作为思想巨匠的马克思，确立了“人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格尔兹语）的人性命题，以之为依
据，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道性和异化性，并且热情地憧憬着完全契合于人的创造
本性的伦理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毕其一生从事着解放全人类的道德事业。
“创造”是马克思的人性承诺，也是马克思所倡导的新伦理观的主题，可以说“创造”是马克思伦理
观的“实质”或“硬核”。
然而，如果不把这一“实质”或“硬核”落实于马克思所创造的哲学理论思维中，就难以凸显出马克
思在伦理观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甚至会使其混淆于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或神秘的宗教伦理思想。
而完全契合于人的创造本性并且逻辑地衍生出马克思的“创造伦理”的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哲学
理论思维——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中探求马克思伦理观的实质与本性，必然能彰显出马克思伦理观
的“创造”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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