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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与普遍历史问题》(作者陈祥勤)是“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包括了历史的分析
哲学或批判哲学的实质与问题；现代历史哲学的康德式问题与目的论综合；历史的实践理性机能与马
克思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类”概念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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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言：尚未完成的历史理性批判
上篇 现代历史哲学的二律背反与普遍性的历史科学
　第一章 历史的恩辨哲学：历史作为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探寻
　　第一节 犹太一基督教的历史神学：历史的思辨哲学的史前史
　　第二节 历史的思辨哲学：历史作为形而上学的探寻
　　第三节 历史的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实质与问题
　第二章 历史的批判哲学：历史作为经验和科学知识的表象
　　第一节 浪漫派的历史哲学：历史的批判哲学的史前史
　　第二节 历史的批判哲学：历史作为经验知识的表象
　　第三节 历史的分析哲学或批判哲学的实质与问题
　第三章 现代历史哲学的二律背反和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解答
　　第一节 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之间的二律背反
　　第二节 现代历史哲学的康德式问题与目的论综合
　　第三节 历史的实践理性机能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中篇 普遍历史的永恒元素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第四章 普遍历史的先验真理和马克思的“类”概念
　　第一节 自由：普遍历史的先验的真理性基础
　　第二节 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类”概念
　　第三节 马克思的“类”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若干表现
　第五章 普遍历史的客观形式和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第一节 社会：普遍历史的客观的确定性形式
　　第二节 社会概念的形成史或史前史
　　第三节 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社会概念
　第六章 普遍历史的超验理念和马克思的历史理想
　　第一节 历史理念与历史理想的两种形象
　　第二节 马克思历史科学中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三节 马克思的历史理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若干表现
下篇 普遍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科学的理念或理想
　第七章 历史之为历史的本质性问题
　　第一节 历史的历史性
　　第二节 历史的世界性
　　第三节 历史的时间性
　第八章 历史世界中自然概念的重建
　　第一节 时间性对历史性的奠基关系
　　第二节 自然：历史的世界性设定
　　第三节 社会：人类历史的自然界
　第九章 历史科学的理想及其辩护策略
　　第一节 历史理想的辩护策略之一：布洛赫的乌托邦
　　第二节 历史理想的辩护策略之二：本雅明的弥赛亚
结语：作为政治智慧的历史理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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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马克思对社会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的解决。
　　社会作为历史的普遍的确定性形式，作为普遍历史的定在概念，它的客观性和实在性问题在社会
学中一直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的困扰，试图以知性化的社会学思路来解决这
一问题，是没有什么希望和出路的，因为用以调节与化解社会与个人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概念和理论本
身（如互动性的社会学或结构化的社会学等）就是这两者的矛盾或对立之间的折衷与调和，其本身就
是冲突性的或歧义性的。
所以，不论是经典社会学的诸如斯宾塞和齐美尔、还是现代社会学的卢曼、米德和吉登斯，对于社会
的实在性或客观性问题的解答，对于社会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所展现的矛盾和冲突的解决，都是很
难令人满意的。
　　其实，社会学思想史上关于社会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从一开始就给问题的讨论设定了错误的方
向，即仅仅关注社会与人的个体性之间的关系，或者仅仅关注社会是如何在人的个体性基础上组织和
建构起来的；对于社会与人的类属性或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几乎无人问津，因而社会在超越于人的个
体性意义上的客观性、实在性和整体特征就显得不可理解了。
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便陷入了个体性和整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分裂：社会的唯实论强调社会事
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人的主观性活动的强制和支配特征，因而在原则上不能还原为
以人的个体性为基础的主观性的活动、关系和交往间性；社会的唯名论主张社会事物在本质上是在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间性或交往间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和结构，不存在超越于个人之关系间性或交往间
性的社会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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