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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然要
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一种
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人自
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
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
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
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
开的。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
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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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哲学批评普遍、连续、永恒的主体性，而关注当下、个别、断裂、多变的自我主体性，在
马克思批判内在的自我主体和伸张以劳动为新奠基的社会性专题之间，主体性何去何从？
主体还能为什么奠基？
为真理、秩序、历史、发展，还是只为伸张个性的自我？
认识论意义和实践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有何区别？
主体真能自足自立吗？
当马克思强调个我主体的内在奥秘是某种社会性时，这种社会性是主体的支撑还是消解？
主体性与社会性能协调一致、获得统一吗？
苏格拉底的死预示着哲学主体性只能退回自身内在，还是近代启蒙重新致力于对大众社会的改造，指
望所有人都能成为主体，从而使得再回到苏格拉底之路又重开光明？
循着这些问题，本书从近代主体诞生时就内含着的四对矛盾冲突出发，着重于以前我们并不重视的马
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及施蒂纳的相互关联，探讨了劳动主体与浪漫主体在反讽与现实、存在与意识
、史诗与浪漫诗、艺术与劳作、主体性与社会性、纯粹主体与经验主体、感性与超验形上学、遏止虚
无主义等问题上呈现出的不同视野和观点，并针对流行见解提出了较为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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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向性主体的四个矛盾维度主体性剖析是现代性分析的一个关键。
沿着笛卡尔首先开创的构造近代主体概念的内向性思路，来建构一个决然不同于外部客体存在的“主
体”，势必得从与外物或他人的纠缠中抽身而出，沿着向内挖掘的路向前进，从而极易得出一个与他
人不同的独特“自我”。
而这个靠内在的“我思”支撑起来的“自我”还要同时具有对所有人适用的潜在普遍性。
“主体”概念一开始就这样承担了这双重（甚或多重）的负载。
通过“自我”概念要把全部主体共通性的东西，和每个主体区别于所有其他东西的独有的东西都要标
识出来，使“主体”概念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可以指特殊个体，可以指普遍属性，也可以指康德
的《导言》中所说的‘普遍意识’⋯⋯这两个意义相辅相成；缺少一个就很难领会另一个。
”①这样，主体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就都被内置于现代主体的本质之中，现代主体性之中就包含了一种
明显的张力，用毕尔格的话来说就是，“由此可见，现代的主体依赖于个体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的
张力，蒙田将特殊性、而笛卡尔则将一般性视为自己致力思索之核心。
只有这一相通之处才使得我们能够认为，这两种不同主体性是同一个主体概念的两个方面”②。
个体性与普遍性两种维度的不同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冲突，就在异于外部存在物的另一种存在的“自我
”（主体）概念中潜存着，并伴随着主体性问题演变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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