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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旨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
有关理论的具体阐释，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新的回应与思考。
为此，《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从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
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资源进行开掘，力求使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具有当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
全书共分为三篇：上篇讨论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中篇讨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
论及其当代意义；下篇讨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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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子义，1955年2月生。
出西应县人。
现任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等。
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发
展的呼唤与回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合著）、《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
和当代意义》（合著）等。
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并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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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走近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从“诠释”走向“激活”一、理论研究的史与论二、“激活”与“问
题意识”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与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问题一、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
研究二、解释学方法的运用问题简论理论创新一、“时”的理解和把握二、理论创新的方式三、理论
创新与实践创新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一、何谓“终极关怀”二、功利与人文三、哲学“关切”现实的
方式考察历史演进规律的方法论问题一、历史规律的揭示与实现二、“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的
关系三、时代主题与理论价值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历史深蕴一、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社会历史发展二、社
会批判的历史深度三、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历史进步论研究二题一、历史进步论与历史“终结论”、
“末世论”二、历史进步论与后现代历史观社会进步的矛盾透视及其评价一、社会进步的批判反思二
、对抗与进步的辩证法三、看待社会进步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人学主题的历史转变一、人学主题的
转变轨迹二、研究方法的转向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主题主体性问题探析一、主体性问题产生的
缘由二、主体性探索的不同思路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观点四、有关主体性理解上的几个问题中篇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一、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二、发展中国家
需要自己的发展理论三、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价值的途径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一
、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的一大变革二、整体性研究方法三、过程分析方法四、矛盾分析方法社会发展与
结构变革一、两种理论的原则分歧二、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三、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四、社会转型与
结构重组社会重组与主体活动创新一、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主体活动的创新二、劳动要素重组三、社会
结构重组四、社会运行机制重组社会发展与社会运行方式的调整一、现代性与社会运行方式二、两种
社会运行上的主要区别三、现代社会的调节、控制与管理社会发展与创新一、创新问题的凸显二、创
新的根据与特点三、创新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创新的基础与条件一、创新与社会需求二、创新与经济形
式三、创新与制度条件四、创新与生产方式五、创新与民族精神正确处理创新过程的若干关系一、创
新与学习二、创新与模仿三、创新与风险四、创新与机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一、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二、政府的主导作用权力与权威一、权威的合理把握二、权威的树立三、权力集中
与分散的选择劳动观的创造性转换及其价值一、马克思以前的劳动观二、劳动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下篇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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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图让历史规律与历史现象绝对地吻合，本身就是一种幻想。
二是规律的实现问题。
任何规律都不是以纯粹形态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
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①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学生，始终认为规律是作为总趋势的规律，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
作为趋势的规律总是与各种偏离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五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与历史单线发展显然不可混为一谈。
历史演进规律是就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来讲的，单线与多线则是就具体国家，民族的发
展道路来讲的，二者各有所指。
事实上承认五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发展的多线。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规律本身就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
规律作为一种本质抽象，而是某种内容丰富的具体的东西，因为它以一定的方式保持了个别的丰富性
。
对于黑格尔的这条原理，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
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
）！
！
”②可见，承认五形态依次演进规律本身就包含着承认历史发展的多线。
历史规律标识的只是一种大致方向，而不是一条具体线路。
既然规律不能通过现象的记录和描述所揭示，也不是通过纯粹形态来实现，那么，这就决定了对规律
的研究尤其是证明不能简单采取实证的方法。
“五形态论”反对者们所运用的经验归纳法，似乎非常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证据的实在性，但无论占
有多少材料和事实根据，终究没有超出经验的范围，达到对历史深层即历史发展内在本质联系的认识
。
这样，很难说明“五形态论”反映的是否历史客观规律。
因为规律性的本质联系与经验现象的外在联系虽有关系，但毕竟是属于两个层次，不能相互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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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
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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