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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的更新，其实就是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取代以往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
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
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
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
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
　　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呈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风貌
，不允许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从而无法从整体上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
统及其历史嬗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
本书正是为了克服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而采用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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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关于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有关哲学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
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
西方哲学家们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总是把哲学置于现实世界之上，或者把哲学看作与现实世界无关的
世界，哲学只是为了求知，或者把哲学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赋予哲学以绝对的意义：哲学是真理，
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哲学是现实世界的理性，现实世界只有符合哲学才是合理的，所以，哲学是绝
对，是批判，而现实世界是相对，是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反对如此看待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既反对把哲学看作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世
界，也反对把哲学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只有深入到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现实的联系，才有意义。
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哲学的确是现实世界的理性，但是，哲学的理性是在经过现实世界的批
判和扬弃中建立起来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因此，哲学与现实世界一样，都是不完善的，都是
批判的对象；现实世界是相对的，哲学亦是相对的；哲学与现实世界必须通过相互作用，扬弃各自的
片面性，才能走向各自的完善和发展。
这一观点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①，从人的自我意识、人的
意志实现的角度论述了哲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扬弃各自片面性的关系。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上阐发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
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
用。
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
哲学。
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
正在哲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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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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