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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较于古代本体论理性观、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和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马克思的实践理性
观实现了实践观和理性观上的双重革新与二者的有机统一。
这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关键的要点之一。
以哈贝马斯、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实践理性、劳动范式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抨击，大都
与没有准确把握这个要点有关。
　　和谐社会理应是实践的理性和理性的实践双向良性互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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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锋，男，1974年生，河南省息县人，200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获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教研工作，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等。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加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项目。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天津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江汉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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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理性观的哲学史探考第一节 作为终极性的“真”和“善”的理性：古代本体论理性观一
、前苏格拉底哲学：理性和逻各斯(本原)二、苏格拉底：理性与“善本身”(概念的“善”)三、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和超验的真、善世界第二节 作为确立普遍真理能力的理性：近代英法科学认知
理性观一、近代自然科学理性：运用科学方法发现确定知识的能力二、“道德真理”、“政治真理”
的发现：科学认知理性的推广三、科学主义的形成第三节 走向“大全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一
、�康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立二、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大全理性”的形成和理性的本体论化
小结第二章 走出抽象理性：马克思理性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第一节 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是理性主义者
第二节 走出抽象理性的迷途：马克思理性思想的演变、发展一、最初康德式的理想主义理性观二、博
士俱乐部期间的自由主义理性观三、莱茵报时期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观四、莱茵报晚期到“新唯物主义
”的创立：人本主义理性观五、1844年到1845年前后：走向实践理性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理性析要第一
节 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总界定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文本标志二、实践的唯物
主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质三、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人、自然、社会：实践本体论第二节 
实践理性：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实践和理性一、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形成二、实践：人的存在
论意义上的还是认知意义上的？
三、实践的特征、属性分析四、现实的人：实践人、非理性人、理性人五、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实践理
性，应突出强调什么?第三节 社会历史认识论：马克思实践理性的知识论一、马克思实践理性与认识
论二、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实践认识论或社会历史认识论三、社会历史认识论：认识主体与
认识对象的社会历史性四、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历史认识论中的“自然认识”五、社会革命、社会改
革实践与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小结第四章 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当代反响：以哈贝马斯、萨林斯为
例?第一节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交往理性”第二节 萨林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
“文化理性”小结第五章 和谐社会：实践的理性与理性的实践第一节 和谐社会、理性与实践一、和
谐：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本有维度二、和谐社会与理性的实践三、和谐社会：实践创造的和谐与理性的
和谐第二节 从实践的理性到理性的实践一、不合理的实践与失衡的理性：现状反思二、和谐社会：和
谐的实践理性和理性的和谐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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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事关“存在”的自然哲学之外，智者更是重点批驳了和现实生活极为密切的政治、伦理领域的那
些所谓普遍有效、神圣的理性政治律、道德律，强调它们都是为维护某种可以感受到的利益（或是相
互妥协的必要共同利益或是强势力量的利益）而人为约定的，不是“自然的永恒的”，宣扬本性的人
——“自然人”——“没有任何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只有感觉和利益标准，不存在普遍有效、永远
正确、亘古不易的伦理条例、伦理概念，传播并践行与个人本位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伦理相对主义、
价值虚无主义。
苏格拉底更为决绝地否弃了与人生存意义不大的自然哲学，进而和智者派一道“突破了古代早期形而
上学形态（自然哲学）进入实践哲学领域”。
然而，与智者们根本不同的是，他恰恰是以理性主义者的角色来关注伦理、政治的，坚决反对智者派
的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苏格拉底认识到，关于政治、伦理的理性知识也必然如爱利亚派主张的那样，是概念性的，问题的关
键在于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感性的、充满暗示或诗意的语言上升到科学的概念，从中剥离出作为普遍尺
度（逻各斯）、道德真理的“语言”，不能像爱利亚派那样仅仅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了事，以致不能
有效应对智者派的攻击。
苏格拉底为此重新发掘并借重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发明了“问答法”或“精神接生术”。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概念无须人制造而是需要人发现：概念早就存在在那里，它只需要人们从它隐
藏于其中的个人经验和意见的外壳中解脱出来。
”问答法就是剥离个人经验和意见外壳的有效方法，“在相互思想交流中一定会找到共同语言；（对
话论辩）是通向（逻各斯）的道路”。
存在于爱利亚派那里感性经验、意见与科学概念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这样被消解了。
显然，苏格拉底在借重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同时，对之进行了重大改造，剥除其神秘成分，使之符合
严密的逻辑程序，或者说，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已经开始从逻辑程序来寻求普遍永恒的逻各斯，以
避免巴门尼德批评赫拉克利特的“存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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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实践思想，长期是我国理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点
课题和热点话题，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或社会历史认识论）在某些研究者那里
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的代名词。
这方面的成果可谓蔚为大观。
关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概念、内涵、类型、特性、构成及其哲学史上的革命眭等等，都已
经有较为丰硕的研究。
随之而生的，是国内研究者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研究兴趣的逐渐兴起。
不应否认，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研究，同样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这方面的成果大多偏重于
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进行诸如历史渊源、它与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实践理性思想
之间的关联与分歧、它在当代的误解等的考辨，而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向度去解读和梳理马克
思本人的理性观，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和薄弱。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产儿，马克思是公认的承继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者。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理性主义、理性观，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思想、马克思主义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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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的理性和理性的实践:马克思实践理性思想探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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