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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伯鍨等编著的《走进马克思》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MEGA2)，针对所谓“
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走进马克思》摆脱“体系哲学
”的解释框架和僵硬的学科建制，以专题的形式，史论融合，系统地阐述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理论。
并聚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系统探讨若干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建立
一种与之进行平等对话的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
此外，本书在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
些焦点问题诸如实践观、历史观、社会观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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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一兵(原名张异宾)，男，1956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山东茌平。
1981年8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哲学博士。
现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代表性论著有：《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年版)；《神会马克思》(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
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
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无调性的辩证想象——阿多诺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三联书
店2001年版)；《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一兵自
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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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导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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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奠基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斗争及其当代意义
第四章  现象学方法的批判性探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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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1日唯物主义，对于对象客观实在性的理解都是建立在粗陋的经验之
上。
因此，物质范畴在以往的科学与哲学史中，都是作为一种刚性的经验而成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体论
边界。
但是，18世纪以来的科学进步使得哲学必须在两种看法中作出选择：一种是把物质的终极单位看作是
非广延的力的中心；另一种是把物质看作是一个无限序列的微细结构，内外相含，愈在内部愈微细。
①从感觉论者的观点看，在后一种选择中，科学实验中广泛使用的仪器只不过是充当了翻译器，将未
知的、感官不能直接把握的物质属性译作我们感觉可以了解的语言。
但是感觉论对于工具的依赖造成其机械的认识边界，凡是不能借助于工具所了解的即是不存在的，实
体成为他们认识的最后界限。
因此，在科学史上，牛顿的坚硬而有质量的质点，在麦克斯韦看来，像19世纪的原子一样，已经打上
了制成品的戳记，但到19世纪末，它就不再能够继续有效地说明事实了。
这正是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马赫之后，相对论的问世则使哲学家们认为过去以为在实质上占有空间的物质不过是相对于观察者
的空间与时间的一个瞬间事件。
经验主义物理学家所惊叹的“物质的消灭”，充分说明了这种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固有的局限性。
　　关于物质，列宁指出它是认识论的根本概念，但是在认识论上，物质与意识这两个概念除了指明
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再从实质上下别的定义。
因此，用经验来定义的物质观必然地随着人类对世界探索的深入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为此，列宁严格地限定了作为认识论基本范畴的物质和意识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对立。
他问道：“在认识论所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
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
没有。
”接着他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它们的对立在“仅
仅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
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这样，列宁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
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
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
物质的消失，它表达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些意思：“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
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
）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
因为物质的惟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
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①这样，列宁批评了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感觉论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它所反对的仅仅是
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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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走进马克思》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各种“
传统”、偏见和时尚所掩盖住的方法论实质，极其有力地扭转了国内学术界由来已久的一些不正确的
倾向，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的
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楠森　　　　《走进马克思》一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当代实践，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原意，紧密围绕“实践”、“历史”和“社会”
这三个主要概念，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注意与现代西方思潮进行开
放式的对话和沟通，旗帜鲜明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科学分析态度，真实地凸现了它
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
坚持与发展、批判与借鉴在本书中做到了很好的统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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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伯鍨等编著的《走进马克思》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所谓基本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所谓基本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路线
和认识方法，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在阐述和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地探讨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并作了
必要的分析和批判。
本书用“走进马克思”这个名称，只是为了说明，本书的写作是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
原意进行的，决不代表任何一种标新立异的“解读模式”。
因此，本书的阐述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适度展开，凸现其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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