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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根源；现代
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及历史地位的理解；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作者简介

张三萍，1965年出生，湖北仙桃人。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获硕士学位
；201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获博士学位。
1987年到武汉理工大学(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任教至今，现为武汉理工大学思政部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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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二、研究概况三、研究思路第一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根
源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根本原因一、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潮流的必然性二、中国寻
求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三、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四、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态度的形成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产生、变化的直接诱因一、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到传播的变化，诱发现代新儒
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二、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密切相关
第二章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及历史地位的理解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
征的认识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非难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歪曲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
性的否定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歪曲和否定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人文价值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作用三、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第三章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认识第一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认识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
生产力落后的中国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具有特殊社会结构的中国第二节 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理解一、现代新儒学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认识二、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文化关系的曲解三、现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第三节 现代新儒学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一、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二、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错误解读第四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历程（上)第一节 第一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重建道统以阻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对马克思主义有否定有借鉴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改变第二节 第二代新儒学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三统”并建，对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系统化第五
章 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历程(下)第一节 第三代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一、平等对话的主张
二、“对话论”论域下的对立三、第三代新儒学的消解和后新儒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第六章 现
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总体评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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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拿破仑称以特拉西为代表的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家”，称他们的共和思想和
反宗教思想是“黑暗玄学”，因此“意识形态”一词被赋予了贬意的色彩，被用来指称一切无视历史
事实的空想。
在此后的西方思想史上，这一概念就大多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西方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
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其中多数为贬义的，包括“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
理念体系”、“有助于主流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有助于主流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虚假思想”、
“体系化的歪曲交流”、“必要的社会幻觉”、“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语言符号的圈套”、“语
言事实与现象事实的混淆”等。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不同阶段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
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
通过这一思路，马克思发现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
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
形式的思想”①。
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
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
，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意
识形态也就是虚幻的观念体系的代名词。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曾经在“虚幻的观念体系”这一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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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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