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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伦理学问题，马克思伦理学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学术领域。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较多集中于实践转向与生存论转向方面，而往往容易忽视其伦理学转
向。
即使提到了马克思伦理学，多半是附带提及而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也未从伦理学史的角度进行审视
，缺乏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的深度挖掘与研究，难以凸显马克思伦理学较以往伦理学的不同与变革之
处。

　　本书立足伦理学史，以几个关键性人物(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两大伦理学派别(功利主义
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为理论背景，从四个方面即伦理的人性基础、伦理的自由前提、伦理的现实路
径以及伦理的至善境界来分析与论述马克思伦理学的特点与实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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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增花，女，1973年生，山西长治人，哲学博士，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理论版、《社会科学辑刊》等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荣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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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生存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更加关注人的感性的现实自由，马克思实现了传统本体论范式的
转换，告别了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
人的存在，最根本、最本质的就是生存，这是人的生命得以维持、类的存在得以延续的保障。
在生存的过程中，人必须积极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认识自然，克服自然必然性，满足人的需求。
需求的满足所激发的新的感性需要又再一次要求运用人的理性能力认识自然，从而形成不间断的循环
，体现了人的存在是以经验感性为基础、以理性为支撑的统一。
生存使人必须面对自然界，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同时，也使自然界以合乎人的生存的方式和人发生关
系、进入人的生活，成为属人的世界。
“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
”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不仅仅呈现为二者的关系，还融入了社会的成分。
在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人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表明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
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
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性的存在同样也既是人获得自由的前提又是人获得自由的结果。
也就是说，社会是人的自由的载体，无法超越。
但人又必须挣脱社会必然性的统治，这是自由的必然。
所以，从生存论的视角来考察人，就将人、自然、社会结合为一个整体。
自然对人具有了实在论的内涵，而不再是抽象的、无生命的存在，它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社会也不再是人的一种简单结合，而是人的生存活动的无形空间。
人也就不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于理性的经验存在，而是融二者于一体的感性的历史性存在。
生存使人呈现为一个历史性的运动过程，呈现为一个不断开启可能性空间并不断进行超越的运动过程
，自由的实现就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的终极追求。
生存这一人的存在的最基本事实，成为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支点。
沿着生存探寻人与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以往困扰伦理学家的主客二分、感性与理性的割裂在人的生
存中得到了统一。
这种统一不再是形式的、抽象的，而是现实的统一。
在这种统一中，单纯地从人的认识能力出发来阐释自由的知性本体论的视角得以克服，长期被忽视的
直接决定历史进程的生存实践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自由就置根于生存实践之中。
由生存实践，我们看到以往历史的人的伦理关系处在一种异化的、不自由的状态中。
不劳动但是却占据着劳动成果、支配着劳动者阶级的统治阶级同劳动者阶级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被主
导的关系，这种人的真实关系恰恰反映出了伦理关系的异化、人的不自主、不自由，而这种关系的根
源又离不开人们的生存实践。
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建立在生存实践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伦理关系异化的现象才能得以消除，推动
历史进程的真正的社会主体即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
这点恰恰是以往伦理学所没有认识到的。
只有从生存论的本体论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真实症结，才能够找到问题解决的正确途径
，也才能够明白人的历史为什么是不断向着自由迈进的历史，即历史就是自由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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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与至善:马克思在伦理学上的变革》为21世纪财经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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