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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
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内在统一的基本立场出发，综合运用文本研究、思想史研究与原理
研究的方法，深入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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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郗戈，陕西商洛人。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
2000—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本论》哲学、社会发展
与现代性问题等。
先后在《哲学动态》、《教学与研究》、《现代哲学》、《哲学门》、《学术月刊》、《高校理论战
线》等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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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历史性视域与现代哲学变革 马克思历史性视域的形成，使得他直接进入了黑格尔之后
西方现代哲学变革的潮流之中，并构成了其中的关键性环节。
黑格尔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繁复，众说纷纭，然而大多数思想流派都具有一个显著的思想倾向即
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及其人的本质理论的反叛。
在众多试图突破传统的人的本质解释模式、创立新的解释模式的思潮中，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被共同视
为“历史性”思路的先锋和代表人物，并且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各自具有的“历史性视域”，二者在何种意义上是“共通的”
，何种意义上又是“差异的”？
从中体现出了主体性哲学的何种发展方向与时代际遇？
 笔者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人的本质”理论为切入点，具体审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各自的“历史性
视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由此揭示黑格尔之后哲学变革浪潮中主体性哲学的命运。
笔者认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黑格尔及之前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要求把“人
的本质”理解为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历史性存在。
正是从历史性视域出发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重释，使得他们在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革命中肩负
起了重构与颠覆的历史重任。
然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性视域，开辟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向，并由此引发了
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两种迥异的命运。
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同时，又在新的基点上重建了历史性的实践主体
性哲学。
而海德格尔则试图从根本上拆毁和颠覆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力求建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性生存论哲
学。
这两种极为重要的哲学形态，为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地基。
 1.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扬弃与解构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产生出了彼此差异的多种理
论形态，但其主流始终是以“理性”为根本原则来解释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
—人道主义”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哲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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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从基本概念范畴的视角切入马克
思哲学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力求深入到基础理论内部，开展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思想史诠释和原理研究的方法，《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范畴的当代阐释》则力求将文本解读、思想史诠释与理论问题探讨三者整合起来，形成更为全面、更
具整体性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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