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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的双重视域，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
想，在深入挖掘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不同阐释的同时，重
点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青年黑格尔运动与马克思的初始立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本体论、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中的思想进程与革命变革，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实践”纲领的
本体论意义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作用，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掌握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旨趣，凸显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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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明，1957年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形而上学的没落》《思入
时代的深处》等。
1998年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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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本体论与本体论问题 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阐释 三、西方马克思
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不同阐释 四、冲突与争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问题 第一章德国唯心主义的哲
学本体论 第一节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 一、先验方法与“批判哲学” 二、自在之物与自我意识 三、本
体论上的主观主义与二元论 第二节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 一、费希特的“自我” 二、形式
的思辨推理及其本体论困境 三、谢林的“同一哲学” 第三节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 一、实体即主体
的原则 二、绝对者的自我活动 三、思辨的辩证法 第二章 青年黑格尔运动与马克思的初始立场 第一节
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纷争 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与青年黑格尔派 二、施特劳斯的“实体” 三、鲍威
尔的“自我意识”以及由之而来的本体论之争 第二节 马克思初始的哲学立场 一、马克思最初的哲学
探索 二、转向黑格尔哲学 三、引导思想前进的理论矛盾 第三节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本体论立场 一
、《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 二、“原子偏斜运动”的本体论意义 三、批判性的保留与思想中的张力 
第三章 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 第一节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 一、宗教反思与宗教真
理 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第二节 费尔巴哈对整个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批判 一、
神学与哲学 二、对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批判 三、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批判 第三节 人本唯物主义本体
论的基本要点 一、感性一对象性与“超感性世界” 二、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 三、直观的对象性
或对象性的直观 第四章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改弦更张 第一节 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与马克思的
思想转变 一、与“自由人”的决裂 二、令人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 三、费尔巴哈的决定性影响 第
二节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后果 一、费尔巴哈立场的引申与发挥 二、市民社会与国家 三、
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 一、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 二、异化劳动概念 
三、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第四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一、“纯粹活动”与“对象性活
动” 二、劳动与否定的辩证法 三、“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本体论意义 第五章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
新世界观 第一节 马克思的“实践”纲领 一、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和“感性直观”的批判 二、实
践：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 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第二节 以“实践”纲领为基础的本体论革命 一
、超感性世界的倾覆 二、单纯理论态度的终结 三、意识之内在性的瓦解 第三节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
辩证法 一、以实践为基本定向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中的主体方面 三、辩证法被整合到
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中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社会—历
史向度 一、历史：黑格尔与马克思 二、作为历史本质的社会现实 三、物质实践与物质的社会关系 第
二节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起源 二、意识形态及其神话学 三、历史唯心主义批
判 第三节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历史的现实前提 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三、人类历史与
共产主义 附录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人名与术语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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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仅如此，当整个近代哲学之最根本的、无法解除的对立与矛盾——思维与存在、精神与
自然的对立和矛盾——获得克服和摆脱之际，“现实的人”还意味着从属于传统哲学一形而上学的全
部对立和矛盾的解决：“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
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
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
、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想象中的）绝对同一。
这个人知道：被思辨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从人分离开来、客观化成为一种抽象本质的泛神论本质，不是
别的东西，仅仅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的、但是可以无限地加以规定的本质。
” 由此可见，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现实的人——必须成为新哲学的本体论核心：现实的人
直接意味着感性的物质世界，意味着现实的自然界（感性一对象性关系之确立）；但不能将“人”直
接地——抽象地——还原为物质世界或自然界，因为这样的还原立即意味着感性一对象性关系的实际
取消，从而意味着抽象性统治的全面复辟（这样的复辟事件在费尔巴哈的后期思想中确实发生了）。
费尔巴哈初始地试图倾全力阻止这种由抽象还原而导致的形而上学复辟，由此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他
的下述说法：在向后退时他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在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费尔巴哈懂得（这是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优越的地方）：现实的人不仅是“自觉的自然本质”，而
且还是历史的本质、国家的本质、宗教的本质。
如果将人无限倒退地还原为自然界或物质世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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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
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首席专家袁贵仁策划，已经纳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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