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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卡尔·马克思，千年思想家之首。
其思想体系之精深博大，理想追求之高洁无私，足为后世恒久楷模，高山仰止，世世流芳！
我虽平凡，微不足道，却认同美好，愿追随伟人，得其思维、人格百之一二。
于是狂妄，以其政治伦理思想为博士学位论题，浅尝即知其难，深究更觉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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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艳华，女，1964年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法政学院政治系主任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伦理的教学与研究。
近年来，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参与省教育厅、省社科联、省社科规划基
金项目4项，第一主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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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马克思政治伦理研究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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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第一章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历程　一、唯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
对社会贫苦阶层的道德同情与道义支持　　　1．以“人类幸福”为职业选择的指针　　　2．“为穷
人要求习惯法”　　（二）通过哲学干预实现政治生活合理化　　　1．“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
哲学的世界化”　　　2．“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　　　3．“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
的国家”　　（三）自由是判断国家制度善恶的标准　　　1．“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　　　2．自
由是判断制度善恶的标准　　（四）国家、法律、行政官员应当具有的“义务”　　　1．理性国家
应当平等地对待公民　　　2．“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是一种罪行”　　　3．法律应当真实、公平、
代表普遍利益　　　4．政府与行政官员应对其管理地区的贫困负责　二、由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
义转变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国家伦理观　　　1．国家不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2．国
家权力之“人民主权　　　3．国家制度之“民主制　　（二）人的本质论　　　1．应然性：“社会
特质”与“私人特质”、“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的统一　　　2．异化现实：“公人”与“私人
”二重化、类本质的异己性　　（三）人类解放论　　　1．人的解放是“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
于人自身　　　2．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社会形式　　　3．“批判的武器”和“武
器的批判”是人的解放的手段　　　4．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在于“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三、唯物
史观形成及以后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历史地位　　　1．人的本质：“
社会关系的总和”　　　2．人的历史地位：“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二）个人利益与
共同利益的关系　　　1．二者对立的原因：“分工的发展”　　　2．二者对立的结果：“国家的独
立形式”的产生　　　3．二者对立的统一：实现共产主义　　（三）个人与集体（阶级、国家）的
关系　　　1．“虚幻的集体”（国家）：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　　　2．“真实的集体”
（“革命无产者集体”）：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　　（四）共产主义及其伦理价值　　　1．共
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2．共产主义的伦理价值第二章 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　一、伦理关怀的政
治主体的确证　　（一）基本的政治主体：阶级　　　1．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论证　　　2．阶级作
为政治主体的存在方式　　（二）伦理关怀的政治主体：被统治阶级　　　1．被统治阶级作为伦理
关怀政治主体的确定　　　2．被统治阶级的类型：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　　（三）马克
思着重关怀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　　　1．改变无产阶级非人地位的现实要求　　　2．回答资本主
义朝何处去的客观选择　　　3．分析无产阶级历史价值的必然结论　　（四）伦理关怀的政治主体
的超越：全人类　　　1．现实的人始终是主体　　　2．无产阶级解放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条件　二、
对无产阶级的伦理关怀　　（一）对无产阶级“社会最下层”地位的道德同情　　　1．对无产阶级
经济上被剥削、被压榨地位的揭示　　　2．对无产阶级政治上被统治、被支配地位的分析　　　3．
对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教育贫困地位的彰显　　（二）对无产阶级“丧失人性外观”状况的人文关
切　　　1．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分析　　　2．无产阶级“丧失人性外观”的表现　　（三）对无产阶
级“消灭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　　　1．阶级存在本身就表明人是不自由的　　　2．无产阶级解放
的条件包括消灭一切阶级　　（四）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装与实践指导　　　1．“批判的武器
”：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装　　　2．“革命的实践”：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指导　三、对人
类的伦理关怀　　（一）人类解放目标的确立　　　1．人文关怀的必然指向　　　2．世界历史思想
的逻辑推论⋯⋯第三章 政治关系的价值判断第四章 政治制度的正义追求第五章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
评析结论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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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应然性：“社会特质”与“私人特质”、“类本质”与“个体本质”的统一首先，马克思认为人的
本质应当是“社会特质”与“私人特质”的统一。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一开始就与黑格尔不同。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
识”，“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
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
”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现实意义上客观地认识人的本质的。
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规定，马克思是从社会特质与私人特质统一的意义上来论述的。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同负责运用和实现它们的
个人发生联系，但是和它们发生联系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个人人格，而只是这些人的普遍的和客观的特
质；因此它们是以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同这种特殊的人格本身相联系”。
马克思对此进行批判时指出：“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同个人发生联系（国家只有通过各个人才能发
生作用），但不同作为肉体的个人，而是同作为政治的个人发生联系，同个人的政治特质发生联系”
。
认为黑格尔说它们“是以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同这种特殊的人格本身相联系”是可笑的，因为“他忘
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
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
因此不言而喻，个人既然是国家各种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
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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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卡尔·马克思，千年思想家之首。
其思想体系之精深博大，理想追求之高洁无私，足为后世恒久楷模，高山仰止，世世流芳！
我虽平凡，微不足道，却认同美好，愿追随伟人，得其思维、人格百之一二。
于是狂妄，以其政治伦理思想为博士学位论题，浅尝即知其难，深究更觉难上加难⋯⋯。
窗外的草坪由初春的新翠而盛夏的浓碧而深秋的墨绿，继而被严冬的白雪所覆盖而凋零，小草，历经
三岁枯荣；屋内书桌静谧的灯光下，我努力着，在先哲浩瀚的文字中爬梳，在伟人缜密的思维中徜徉
，我尝试着走近伟大的思想家，我想探寻在思想家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的主张背后是否涵蕴伦理诉求
以及怎样的伦理诉求。
我的浅薄没有阻止住坚守的力量，我以我的理解终于找到了这一答案，并将其予以文字的表达，这就
是我的博士论文——《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论文后记所表达的感受依然鲜活：论文付梓之际，怀揣收获的喜悦，仍忐忑不安。
不只是对论文自我期许与专家评定的战战兢兢，更为写作中得到的关怀与帮助而诚惶诚恐。
前者留待自我进步与专家老师的考量与评定；后者则以心灵的感动与激励长存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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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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