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10040285

10位ISBN编号：7310040287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南开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 著

页数：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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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

内容概要

　　《南开哲学教材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介绍了哲学的精神、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合理
形态的辩证法、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等。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哲学界掀起了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热潮。
这个“体系”，是指以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
由哲学体系的改革，同时引发了关于主体性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应当说，这场大讨论是富有成果的，本书就直接汲取了这场大讨论的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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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第一章 哲学的精神 第一节 走向人类学思维范式 一、哲学思维的基本范式 二、人类学思维范式的
合理性 三、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基本方法原则 第二节 人类学范式视野中的哲学活动 一、自由与必然：
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 二、哲学：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一种独特努力 三、哲学解决自由与必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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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一、现代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二、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性 三、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性 第五章 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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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 二、作为人化自然之前提的自在自然 三、人化自然的三种样态 1.实在的人化自然 2.观念的人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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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观念的演变 一、思辨的历史观念 二、主观分析的历史观念 三、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念 第二
节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 二、人类历史演进的必
经之路：异化和异化的扬弃 1.异化在历史上的发生 2.异化的历史发展 3.异化的扬弃 第三节 人类历史演
进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二、马克思的东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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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结构 一、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构 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同构性 三、认识结构的演进 第三节 认
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对象的观念化 二、观念的对象化 三、认识的历史发展 第九章 人类自由——
真、善、美的统一 第一节 人类认识的直接任务——求真 一、认识真理性的规定 二、认识真理性的检
验 三、真理性认识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 第二节 人类活动的价值指向——求善 一、善的规定 二、善的
追求是理想的追求 三、人类历史按照善的规律发展 第三节 人类对自身无限创造能力的向往——求美 
一、美的本质 二、劳动创造了美 三、美的规律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 第四节 真善美的统一 一、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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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面对着由语言揭示出来的多种可能性，人便能够在其中进行选择，选择出某种可能性作为
自己活动的目的。
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正是人类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
有了相应于现实性或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或可能世界，便有了选择的可能，而有了选择便有了自由，即
有了与自然必然性对立的自由。
动物之无自由可言，正是由于其缺乏开放可能性空间的语言能力，缺乏选择的前提，由于人拥有语言
能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选择不仅是人的自由，而且是人的“宿命”。
人不能不进行选择，从而人不得不自由；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选择了不做选择。
这种说法决不是巧辩，而是指出一个事实：人既然被赋予了选择的能力，他便不可能再像动物那样凭
本能而活动；他既然意识到了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便不能够逃避选择，他无可避免地要在诸可能性
中选择一种。
 但是，单纯作为选择的自由，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内在自由。
由于语言能指的剩余量不仅能表现客观的非现实性即客观的可能性，而且也能表现那种并非客观的抽
象可能性，因而单纯的选择就更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行为，主观的自由，并不表现任何可实现的内容
。
人当然不能满足于这种抽象的、主观的自由，不能满足于仅仅在观念中欣赏自己所选择的理想世界。
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不能单纯地生活于观念之中；人更为根本地是一种实在的物质
性存在，更为根本地是生存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中的，人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必然地要把作为观念性存
在的理想实现于外部物质世界之中。
但要把内在的自由实现于外部世界，就要求这种选择具有可实现性。
所谓可实现性首先要求这种选择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主观的可能性；其次，更为根本地
，要把内在的选择实现于外部世界，还必得借助于客观的物质性活动，特别是借助于物质性的活动中
介。
因此，为了使选择具有可实现性，就必须将选择限制在现实的物质中介系统所能够实现的范围内，即
必须使所选择的目的服从于现实的物质中介系统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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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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