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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本人已经沉默120年了，并且还会一直沉默下去，但马克思的思想却从未停止过说话，相信永远
不会停止。
这120年，是一个“唯有马克思”与“没有马克思”相冲突的时代。
社会主义世界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旗帜插遍全球，而资本主义世界则恨不得将马克思的影响消除干净。
如今，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应是一个既非“唯有马克思”也非“没有马克思”的时代。
“唯有马克思”是指这样一种状态。
首先，马克思的学说是唯一的真理体系。
由于这一真理体系的建立，先前人类的所有理论体系都终结了，或者说都不能以活的形态存在了，更
不能跟马克思的理论平起平坐了。
它们的合理之处已作为营养成分被马克思的学说所吸收，因而不再有单独存在的价值。
并且，由于已经有了马克思的学说，任何与之不同的新学说都不再必要，即使制造出来，也注定是谬
误。
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必须“空前绝后”。
其次，马克思学说的真理体系具有无限开放性。
马克思无疑没有穷尽真理，他的一些论断也可能会被时间所淘汰，但作为真理体系，它具有无限的开
放性。
因此，后人只须将马克思的学说不断发展，就能使它足以在任何时代都是唯一的真理体系。
再次，马克思的学说是全部人类知识的总纲领。
马克思尽管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部研究过，但他的学说是人类既往所
有知识的最高概括和获取新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因此，不管人类知识领域出现何种新的局面，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仍会是其中当然的统帅。
最后，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实践的唯一指南。
马克思断言了人类历史的唯一走向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所以，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社会的运动如何曲折，方向和终点是确定无疑的。
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无限发展必将保证人类实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到正确而有效的指引。
跟上述看法相对应的还有一系列做法，我们对之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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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为主题，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已公开发表的18篇相关学术
论文。
在中国新时期学术事业渐趋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作者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探索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学术化，以期通过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一门奉行学术自由、
遵守学术规范的真正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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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理论语境在我看来，康德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对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分，以及相应地对自然和自由
、科学知识和道德原则等所作的一系列区分。
现象是必须借由我们的感官才能被意识到的一个领域，科学知识是我们用主观的先验范畴整理经验直
观材料的结果，这个领域表现为各种现象之间的永无尽头的相互关联和接续，是一个外在必然性起作
用的领域，在此意义上叫作自然的领域。
物自身是现象所由显现的那个本体，凡是进入感知的都是现象，所以本体一定在感知之外，从而也就
在经验知识之外。
本体既然是现象后面的支撑，所以一定是起作用的，但由于其起作用的方式不由感官来表象，亦即不
表象为现象间的无休止的环环相连，因而它得以被悬设为一个以自己为开端的原因，这就是自由的根
据。
自由从自己开始，不由在先的现象引起，因此需要自己给自己提供一个据以行动的原则，这就是道德
律。
由于上述区分，自然规律和道德法则分别得以可能。
在人类思维中有三种不同的概念。
第一种是经验概念，如三角形、金属、人之类。
这种概念有感官经验的内容，通过直观对应着一定的经验对象，是思维加工经验材料的结果。
第二种是知性概念，如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实在性、否定性、因果性、可能性、必然性等。
这种概念不对应于也不依赖于任何感官经验的对象，相反，正是由于它们在经验材料中的应用，经验
性概念才被制造出来。
在此意义上，它们属于纯粹概念，又叫先验范畴。
如，全体性概念被应用于特定的眼、耳、口、鼻和肢体构造等直观的单元，以及若干这样的单元的共
同特征，人的概念才得以产生。
“人”既对应着特定的可以直观到的对象，又包含着多个对象的共同性。
第三种概念是纯粹理性的概念，如心灵、宇宙、上帝。
这种概念似乎对应着某种经验对象，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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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性，而且行文流畅、规范、严谨，文字功底深
厚。
作者治学严谨，论文不枝不蔓，用词确切、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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