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哲学笔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治、哲学笔记>>

13位ISBN编号：9787802118607

10位ISBN编号：7802118603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李晓兵

页数：5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哲学笔记>>

前言

人们往往把世上的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学院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其著述成体
系，按人类知识的问题，一本一本地写成书；一类是非学院哲学家，苏格拉底、尼采、萨特，其思想
尚闲散，然生活丰富，影响极大。
事实上，除以上两类外，还有一类，就是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既无前一类那样刻意著书，高
台讲章；也无后一类这样无拘无束，浪漫激情。
他时而出没于学院，时而逍遥于社会，这种哲学家，姑称之为以哲学本身为趣味的哲学家。
尼采、萨特这些人明搞哲学，实在于济世社会；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这些人表面上出入于学院
，实则在于对理性的追寻。
而维氏一生在于把哲学作为趣味。
难怪权威评论家、英国的赖特先生这样谈论维氏：“他觉得他好像是在为那些具有与当今人们完全不
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作，好像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人。
”按一般的哲学家标准衡量，维氏很难说是在搞哲学：他一生都对机械制作及动手干活感兴趣，时而
试验风筝的飞行，时而想制造一个机械推进器，晚年仍倾心于博物馆中的蒸汽机；他爱好音乐节奏的
研究，喜欢吹单簧管、口笛；他乐于到边远山林当小学教师；甚至动手为姐姐修房造堂花费了近两年
精力。
兴致来时动手雕出一女孩或一小精灵的头像，兴致不高时就在笔记本上写些人生、死亡之类主题的遐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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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审美之维》一书中，有我反复引用并信奉不已的一句
话：文化或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她能够改变人，而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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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兵，男，1957年1月出生，安徽桐城人，出生于四川成都。
1974年-1976在四川省蒲江县复兴乡插队；1976年-1978年入伍进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西藏拉萨指
挥部后勤部汽车连任驾驶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历：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92－1993年经考试入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为高级访问学者和注册学生，在著名哲学家M．达米
特教授和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G．A．科亨教授指导的博士班，进修PPE课程及当代哲学和国外
马克思主义；2003年在哈佛大学，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办的
“高级公共管理班”，获EMPA。
经历：1984年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月刊》编辑部、中央党校办公厅
，任教员、编辑和秘书；1992年，在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现国际战略研究所），任马克思主
义研究室主任；1996年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党总支书记；1999年任中央党校办
公厅副主任、外事办主任；2003－2009年任中央党校出版社总编辑；现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
期间，1994－1995年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任总编辑理论秘书；2004年在中组部中央
现代农村远程教育办公室任副主任；1994年破格晋升为中央党校研究员；200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
专业方向或研究旨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当代国外政治哲学，文化和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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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文化哲人一　论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几大课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和历史：文化
的批判　马尔库塞的哲学一美学思想：文化的审美之维　文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　文明
的冲突与国际政治　现实主义的形成：政治权力或强力　现实主义与国家利益　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　诺齐克政治哲学　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三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
文化矛盾　西方哲学文化观的演化及当代哲学问题　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哲学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跋：论加强理论本身的建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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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论马克思主义跨世纪发展的几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机遇，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世界范围内，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上一个世纪取得“跨世纪”的重要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根据当时世界尤其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真正面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
地作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现实的一系列科学的回答，最终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今天，从21世纪现实发展的具体情形看，马克思主义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对这类挑战作出回应的
契机。
有人认为，20-21世纪之交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旨在·“埋葬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同盟”，而全世界马克思
主义的回应，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
①在一定意义上说，正视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正确的回答
，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尔库塞的晚期著作基本上都是美学著作，其中，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审美之维》表明了他
一生的思索主题以及对这一主题的回应。
正如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小说》所标示的，他学术生涯的起点是艺术，当他即将终结生命时
，他所关注的仍是艺术。
作为马尔库塞的最后一部著作，《审美之维》的诞生，实质上是他总结左派激进运动衰落的实践，重
新在理论上强调人的解放。
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透察出马尔库塞经历了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正、反、合后，又回到对早期
理论构想的强调。
力比多的合理性仍是他的社会主义指导原则，不过，爱欲的实现，不再依附于政治运动的兴衰，不再
归属于左派的新感性，而是找到了艺术这个崭新的、升华了的避难所。
1．对艺术的批判性反思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导致劳动者被一体化，人们
沉溺于虚假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略、漠视真正的需求(精神的和意识的需求)的满足。
人们虽然也感到被统治的压抑感，但是，由于“单面性的思想”窒息着人们的灵感，使人们丧失了对
现代社会进行合理批判的能力。
心理学上的抑制说，认识论上的唯理论、美学上的表现论，都是资产阶级政治专制在观念上的对应物
。
正如海德格尔所揭露揭的，那种把人抽象出来作为一个能思维的主体，而把世界理解为这个思维主体
的认识对象，这种形而上学观，旨在划分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我与我，使
人与世界原初同一被彻底破坏了：一方面，使人们把自己生活于中的世界视为对立的对象性世界，变
成一味去探索、利用、征服、占有的世界；另一方面，人通过变为主体，也使自己的本质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人不过成了众实体中一种形态的实体。
在这种哲学背景中勃兴起来的科技，把自然和人都变成了可操纵的事物。
总之，这种哲学观在人们生活中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由于认为“那里”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一个“客观
的”不可改变的世界(现实)，我们适应于“现实原则”，便顺从了既成的公意，仿佛它是一项永恒的
自然规律。
因此，海德格尔意欲摧毁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代之以追问生存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的本体论。
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上了对艺术作品的哲学考察，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一种存在的样态，它本
身就是存在，因为它建立起一个世界，也就是敞开了一个世界，涌现出一副新颖的人生景象，成就一
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
马尔库塞师承海德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使他沿着同一条思维轨迹，寄厚望
于艺术。
他认为，艺术，作为充满想象力、可能性的“幻象”世界，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
人性的崭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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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蕴含着新的社会改造的生机，革命首先在于解放出人的美感、快感、被压抑的追求愉快的潜在
本能。
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正是忽视了艺术一审美这
个重要的层面及其意义。
概括起来，马尔库塞指出了这种美学理论的两个缺陷：一是忽视了人的作用，一是忽视了艺术的批判
和否定作用。
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忽视了人的自然本性；在强调艺术对现实的肯定的反映时，忽视了艺术对现实
的否定的表现。
在马尔库塞看来，不解放属人的自然(感官与原始冲动)，就不可能解放外在的自然(社会)；反而会得
出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艺术(外在自然决定内在自然)，阶级属性决定艺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
等一系列美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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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是我30年来读书、求学和思考的记录。
这些记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和方面：第一，我的学术兴趣的缘起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
，这场讨论把我甚至我们一代学人都嵌入到文化一历史一哲学的框架；第二，北大的哲学尤其是外国
哲学的专业学习，使我一直保持着对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以及柏拉图以降的人类文化传统的关注
；第三，牛津大学的问学经历，尤其是PPE课程中对政治哲学的探讨，让我始终跟踪着罗尔斯一诺齐
克学说的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社会影响；第四，近年来在哈佛大学与亨廷顿、杜维明、傅高义等文化
学者的会见和讨论，使我感到文明冲突或文化力的研究会越来越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我1978年进
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以及之后的工作实践，都离不开面对和思考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当代中国，正如萨特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说过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学说
。
这部书集录的文章，就是这些经历的历史一逻辑记录。
时间有限的读者，我建议可以读读本书的“代序”和“跋”，以便了解作者的用心和动机。
可能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正文前，看到这些文章的题目就会问：在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政治的“喧嚣与
狂乱”，面对迅猛崛起的政治、经济、科技新态势，尤其是以互联网为轴心的大众文化时，这些“纯
粹理性”的思考和爱好还有什么意义？
对此，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译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著述基本上都在努力交付答卷。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哲学笔记>>

编辑推荐

《政治·哲学笔记》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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