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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变革的关键之一，但
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从梅林、普列汉诺夫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
解读以及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演变、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特别是当代意义，都
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本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和阐述，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主旨，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有所阐说，而这一阐说，试图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更
加深入缜密的分析来开展，以期使这一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关联被本质重要地揭示出来。
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它在很大程
度上被局限于现代性(mo。
demitv)的框架内并从而被遮暗了。
因此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在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视域中被重新提示出来，它尤其应当在马克
思哲学已然经历的历史命运以及20世纪哲学运动已然获致的经验和教训中被更加深入、也更加切近地
提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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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明，江苏江阴人，1957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
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1982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又师从胡曲园教授，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学术兼职
有：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等。
留校任教后，又先后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利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进修访问，研究维
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和科学哲学。
由于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突出成绩，1998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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