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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文（以下简称“欣”）：杨教授，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
我注意到，《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一篇文章提到，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
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杨耕（以下简称“杨”）：这个评价过高，我实在不敢当，但我对马克思哲学的确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
向人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及其异化的消除，关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他寻找并找到了理解和解释人类世界的依据，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
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
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本体，人类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断地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
次的开放性体系。
欣：首先，我想请您简要概述一下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范式。
您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哲学的？
杨：马克思揭示了人是在利用工具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  自己生存的，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
和立命之本，构成了人类特殊  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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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现代哲学包括后现
代主义这一宏大理论背景中，重新探讨它的理论主题、体系特征和当代意义，力图用新的科学和哲学
研究成果重新阐释已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所忽视、“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同时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与观点，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从马克思
的观点出发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胡塞尔、德里达等人的思
想转变，并以此为马克思辩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解读。
本书自出版以来在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第四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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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
安徽合肥人。
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
士、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唯物论研究》（日本
）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杨耕集》《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等著作十部；先后主持编写国家级教材五部；教学、科
研成果先后六次获国家级奖，七次获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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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克思哲学：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代序)上篇  第一章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体系：一种新解读    一、
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    二、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    三、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特征  第二章  马克思：现代
西方哲学的开创者    一、反对形而上学与建立“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二、从人的存在出
发与开辟“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三、结语：超越近代唯物主义的视野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的
后现代意蕴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三、马克思哲
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  第四章  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对马克思世界观的一种新解读    一、实践
：人的存在方式    二、实践的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    三、实践过程中的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及其作用   
四、实践：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五、实践：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
础    六、结语：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第五章  实践本体论：对马克思本体论的一种新解读    一、实践本
身的矛盾特征    二、实践本体论的内涵和意义    三、斯大林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  
第六章  辩证的否定与否定性的辩证法：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新解读    一、辩证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
   二、否定性的辩证法与否定之否定    三、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新
解读    一、问题的提出    二、何谓“自然历史过程”    三、社会经济规律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然规律    四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    五、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
超越形态  第八章  历史必然性：一种新解读    一、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确立    二、历史必然性的基本特
征    三、反历史必然性观念泛起的原因和环节    四、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及其失误  
第九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种新解读    一、生产力的特征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代特点  第十章  社会主义必
然代替资本主义及其历史进程：一种新解读    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    二、社会
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实现进程    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全面实现  第十一章  发生、本
质、过程：对马克思认识论的新解读之一    一、重演：认识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的本质关系    二、反
映和创造的统一：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    三、语言：认识活动本身的要素    四、从感性认识、思维具
体到实践理念：认识的基本过程  第十二章  建构、反思、反映：对马克思认识论的新解读之二    一、
思维的建构性及其实质    二、思维的反思性及其作用    三、思维反映存在的形式  第十三章  实践反思
：对马克思认识论的新解读之三    一、从康德的批判反思、黑格尔的思辨反思到马克思的实践反思    
二、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总体特征    三、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与历史认识论    四、马克思的实践
反思理论与现代认识论  第十四章  思维的内在矛盾：一种新解读    一、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矛盾：
意识是被意识到的意识    二、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的矛盾：思维是被反思着的思维    三、知性思
维与理性思维的矛盾：思维操作是把运动的事物静止化    四、哲学思维是包含着反思的综合性思维  第
十五章  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一种新解读    一、哲学史上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观念    二、对象意识
与自我意识的本质、结构和功能    三、自我意识与客观性  第十六章  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一种新解
读    一、“拒斥形而上学”与可证实性    二、“悖论”与无矛盾性    三、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系统与
非系统    四、主体性原则与现代思维运动的三个层次  第十七章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一种新解读    
一、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类活动的本原性结构    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三、从片面的
人向全面的人的发展    四、时间：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下篇  第十八章  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
及其启示    一一、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    二、法国唯物主义中的人本唯物主义派    三、
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第十九章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一、法国复
辟时代历史学的理论贡献    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的理论局限    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对唯物史
观形成的影响    四、简短的结语  第二十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哲学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一
、社会哲学的理论渊源    二、社会哲学的主要观点    三、唯物史观与社会哲学    四、简短的结语  第二
十一章  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一、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二、从黑
格尔历史辩证法到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途径    三、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特征  第二十二章  从
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理论到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一种新解读    一、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理解：人是
“多名”的    二、舍勒哲学人类学的理解：人是“生命冲动”与精神活动的统一体    三、马克思哲学
的理解：劳动构成人的“全面的本质”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与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一种新解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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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到斯大林    二、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到《社会存在本体论》    三、简短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胡塞尔：从先验自我转向生活世界——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一、建构“严密科学的哲学”的危机：转
向生活世界    二、欧洲科学的危机：转向生活世界    三、生活世界：科学世界的基础    四、简短的结
语  第二十五章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一、《马克思的幽灵》
的主导思想    二、德里达话语转向的理论途径    三、德里达“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内涵    四、《
马克思的幽灵》的启示  第二十六章  后现代主义：背景、实质和意义——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一、众
说纷纭的后现代话语    二、重写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实质    三、一种知识态度和边缘话语  第二十七
章  后殖民主义：实质、特征及其局限——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一、后殖民主义的崛起及其实质    二、
后殖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局限  第二十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
与多重逻辑——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一、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理
论逻辑    三、结语：意义与困境附录一  亲近哲学与走进马克思——我的学术自述附录二  马克思：从
“天上”回到“人问”——关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附录三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
重大议题附录四  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附录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实质附录
六  以哲学的方式反映和引导现实第二版后记第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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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①这就是说，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所有制一方面是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生产的结果。
所有制并不是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的独立的实体，它不可能给人们的经济活动预先设置一个不变的框
架和外在的前提，相反，这些前提正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生产出来。
离开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无法实现，无从
谈起，只能是空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
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
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②我们只有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所有制或生产关系
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机制。
确认所有制关系内在地包含在生产过程之中，就应当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一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中去把握所有制关系，从生产的技术构成、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中去理解所
有制形式及其变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和竞争
、垄断、贸易等“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
如前所述，特定的分工体现着特定的生产技术构成，同时又形成着特定的经济活动方式或经济组织形
式，而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所有制形式的改变，直至所有制根本性质的变革。
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根本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就先后经历了个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几种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由特定的分工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方式
的要求，并通过生产、分配等环节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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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2001年我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马克思辩护》第二版。
1998年，在我的学长俞吾金教授的促动下，我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杨耕集》；2002年，仅隔四
年，在我的学生李屹立博士的鼓动下，我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为马克思辩护》。
出乎我意料的是，从2002年1-10月，仅仅10个月，《为马克思辩护》就连续印刷三次。
这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读者，但重要的是，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我。
所以在《为马克思辩护》第二版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师长、朋友和亲人，没有他们的友
情与亲情，我不可能成长；同时，我也想到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产生误解、偏见甚至“敌视”的人，没
有他们的误解和责难，我不可能成熟。
“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
”（马克思语）对于我来说，友情与亲情、委屈与磨难，都是一笔财富、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
我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哲学。
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变换之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
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
苏东剧变，使得马克思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文化论争中不仅没有成为“原告”，反而或明或暗地成为“
被告”，其“形象”任凭“原告”的言说随意涂抹。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作为一个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我的全
部论著都是重读马克思的结果，或者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所以，我把第二版定名为《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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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记录了作者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但是，个人的
思辨和体验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是熔铸于一体的，它同样记录着我们时代的理论心声。
在当代社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解读，不
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
只有通过这种体现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重读”、“阐释”或“辩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
能走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才能寻求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视界的历史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经
过切实的“学术”研究而显示其巨大的理论力量，从而亲近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
　　——《哲学动态》，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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