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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辩证法的真实根基”为突破口，对马克思辩证法作出了创新性的阐释，阐发了其生存论
基础、理论内涵、理论根据和哲学史前提。
本书以现代哲学的发展为宏观背景，探讨了马克思辩证法与现代西方哲学辩证法研究的对话和沟通途
径，阐发了马克思辩证法对于解决当代哲学内在矛盾、推动哲学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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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来，1967年7月生，湖南宁乡人。
1996年在吉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吉
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著有《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宽容意识》等学术告著，在《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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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
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
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
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
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
学。
福柯认为，在现时，研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
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
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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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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