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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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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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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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马克思和正义”的问题人手，考察了“正义”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遭遇，认为马克思对正
义经历了继承、反思到批判和超越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比照了马克思与罗尔斯、哈耶克在正义问题上的不同思考，思考了当代中国走出正义困
境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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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进平1970年生，1991～1995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1995～1997年在广
州中医药大学社科部任教；1997～2005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华南
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学术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
发表论文20多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与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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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这一权利同样不是人的自然权利，而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
“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正义”并不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准则，而只是在市民社会之中，
它才成了正义准则。
这是因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合一的中世纪和古代，由于“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并没
有纯粹个人意义的私有财产，个人意义的私有财产只有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互分离之后才有可能
。
另外，私有财产要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从而成为裁断正义的准则也仅有在它赖以产生的生产关系产生
之后才有可能。
在古典正义的视野之中，私有财产并没有具有人性的特征，更没有在人性之中占支配性地位。
私有财产成为正义的基本内容只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因为在商品交换中，交换者必须有属于个人的财产才能够进行交换，而要使交换能够实现也必须有法
律作为保障。
再者，要使“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正义”成为一条具有普适性的准则，就只有在商品经济盛行并在社
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时代才有可能，即只有在商品化时代才有可能。
其二，“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正义”包含着内在的悖谬。
从私有财产的源泉来看，私有财产潜藏着与自由主义的人的追求相背离的一面。
从私有财产成为人的权利这一点来看，是私有财产被赋予了“人性”，但从人这一面来看，则是人被
赋予了私有财产的性质，具有物的性质。
因此，从私有财产成为人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来看，就已经包含了对人的背离。
因此，马克思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
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
”①但是，私有财产一旦生成，它又与异化劳动构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②，加深了人的异化。
也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
实现。
”③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就要深思，为何“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公正”？
难道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的正义能够导向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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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正义的限度——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的进一步完善，是我近十年来在“马克
思和正义”这一问题域的思索的文字表现，它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对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的看法的理解
。
此书的写作是在我的导师徐俊忠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
从选题的拟定，资料的收集，到文章的撰写；从结构的安排，观点的提炼，直至文字的修改，徐老师
都给予了精心的指导。
在我电脑的记录中，单是2003年初稿的提交到2005年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就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对书
稿大修“六次”，而毕业后，老师又继续指导我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加深对马克思法权观念
的理解。
尽管有徐老师的严加指导，但我还是由于天性愚钝，提交给徐老师的作品就如爱因斯坦当年提交给老
师的“板凳”相似。
令人欣慰和感激的是，徐老师从没有因为我提交的作品“拙劣”而批评我，这使我大受鼓舞，使我无
法成为哲学学术队伍中的“逃兵”。
扪心自问，我对于哲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喜欢在我的人生中“娱乐”哲学，但当我以哲学为
职业，想着要以“学术”界定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畏惧。
的确，学术于我如畏途。
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学术意味着一种承诺，意味着一种“担待”，一种持续⋯⋯但我能承诺什么？
我除了能够承诺一种知性上的“原创声明”外，我还能承诺什么？
！
“担待”于我又如何？
我是否能够像马克思、李大钊等人那样有一种对“道义”的“担待”，对此我是有困惑和疑问的。
我自己只知道我在追求，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也许我无法做到“担待”，只能做到“坦诚的
交代”，交代我对马克思视野中的“正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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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的“正义”解读》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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