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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1979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专业是现代西方哲学，到今年刚好三十年。
在此之前，我是四川师范学院1977级数学系本科生，入校不久得到学校批准，破例提前、跨专业报考
研究生。
当上研究生并不能算成是学术生涯的开始，但当初社科院的研究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课程学习很
不正规，因为社科院不像大学，没有教学传统，但发表文章和论文的情况却很普遍，因为导师们都是
专家，而且往往掌握了专业刊物和学会。
其结果是，如果研究生本来能力强，就容易出成果，如果基础差，能力不强，那毕业后就很不合格。
总之，这里给你的是发挥的机会，至于通过学习增加知识，却是乏善可陈；这与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形
成鲜明对比，他们程度较为整齐划一，身上明显打上导师的训练和个性的烙印。
所以，我发表学术论文是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就开始了，而且每年都有，自然，都发表在本单位、本学
会主持的刊物上。
因为在一开始发表的都是比较专门和枯燥的西方哲学论文，考虑到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我很
难做到逐年挑选文章收入本文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介入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在专业之外也写一些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思想
性文章和文化、时事评论，可读性尚可的文章才多了起来，收入这个集子的主要是这一类文章。
回顾近三十年的著述，我很重视三篇小文章，想在这里加以说明。
一篇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9期上的《马克思的异化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在正式
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不过它不是在处女作的意义上值得专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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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
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
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
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
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
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
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
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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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77级本科生，1979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
大学、台湾中研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任客座教授。
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
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
》《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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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八〇马克思的异化观《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4期、第8期和1980年第2期共发表了三篇论马克思
异化思想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韩学本同志的《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念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力图把马克思的异化观同费尔巴哈
的人本主义联系起来，文章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
学手稿》问世以来苏联和东欧哲学家对马克思异化观的评价。
但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的异化思想，在内容上和费尔巴啥的异化学说有根本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说的异化，指的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在人本主义哲学和宗教批判范围内
谈异化，而是指现实世界的经济事实，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为他最后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基
础；第二，异化的主体不是脱离历史和社会条件的抽象的人，而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第三，异化
的扬弃不是靠认识自己的本质和能力这样一种精神活动，而是要靠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在《手稿》中，并没有抽象空洞的爱的说教。
从这三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观具有十分强烈的革命性。
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带有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而把马克思的异化观归诸于费尔巴哈的影响
，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是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明的，就说马克思当时
的异化观是不成熟的思想。
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把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的公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说法和《手稿》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的异化思想，绝不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遗留的一条尾巴，而是马克思建
立革命理论的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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