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13位ISBN编号：9787309083897

10位ISBN编号：730908389X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云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内容概要

　　本书分作上下两篇，上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
“费尔巴哈”德语原文和中译本为研究对象，以生活概念为中心，深入细致地论证了一种新的解读“
费尔巴哈”章思想发展脉络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以生活概念为逻辑核心和写作线索、重建重构“费尔
巴哈”章文本结构的建议。
下篇的主题是以生活概念为中心对“费尔巴哈”章作思想的研究，力图确立生活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
形成初期中的核心地位。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揭示了生活概念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贯穿为连续的
统一体，还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存在论基础，为重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指出了新的方向
，为重新认识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打开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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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云龙，1976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94年考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2002年获硕士学位，2003
年起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陈学明教授，期间获得德国学
术交流中心（DAAD）联合培养博士全额奖学金，于2006至2008年间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习。
2009年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2002年起就职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近年来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参与数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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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
　第一节　论题解释
　　一、论题介绍
　　二、选题原因
　　三、研究目的
　第二节　研究方法介绍
　　一、思想史研究法
　　二、跨学科多范式互动
　　三、综合中外最新成果
　　四、以逻辑分析为工具
　　五、秉承总体性原则
　第三节　结构安排
　第四节　不足与检讨
上篇　以生活概念为中心的“费尔巴哈章文本研究
　第一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形成史与版本考察
　　第一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形成史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动机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
　　　四、《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形成过程
　　　五、《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内容和构架
　　　六、《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保存及流转状况
　　　七、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关系及其争议问题
　　第二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德、俄、英、日文本出版概况
　　　一、主要版本简介
　　　二、MEGA版简介
　　　三、版本简评
　　第三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文翻译概况
　　　一、中译本出版简史
　　　二、中译本版本简评
　第二章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结构及其争议
　　第一节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构成
　　　一、“费尔巴哈”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二、“费尔巴哈”章的写作过程
　　第二节　几种重要的文本重构方案
　　　一、梁赞诺夫版
　　　二、阿多拉茨基版
　　　三、巴加图利亚版
下篇　以生活概念为中心的“费尔巴哈”章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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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开始尝试描述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特征，并试图从根本
上颠覆这一观念论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创立新哲学。
他提出新哲学必须放弃概念实体，以人的存在为哲学对象，从感性、有限性和个别性中派生普遍性。
他提出，新哲学“并不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本质当作自己的原则，而是将现实的或者毋宁说最最现
实的本质，真正最实在的存在：人，即最积极的现实原则当作自己的原则。
这种哲学，是从思想之对立物，即从物质、实质、感觉中产生出思想，并且，在通过思维过程来规定
对象以前，先就与对象发生感性的、也即受动的、领受的关系。
所以，我的这本著作，作为这种哲学的一个样品，虽然另一方面又是迄今为止的哲学之血肉相连的真
正成果，但毕竟不是列于思辨范畴的一种产物，而且，它是思辨的直接反对物，它是思辨的结束”①
。
显然，费尔巴哈试图开启感性世界来取代黑格尔的概念王国，于是在此后的作品中，感性成为费尔巴
哈哲学中标志性的主题。
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提出了黑格尔批判的纲领性意见，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起
到过重要作用，对日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的写作，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该文献发表于1843年2月，费尔巴哈经由此文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导向一个全新的境界，把宗教批判从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要求发展成为颠覆黑格尔概念体系的引爆点。
费尔巴哈意识到，宗教批判的敌人并不是老年黑格尔派，而正是黑格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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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研究》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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