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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辩证理性批判》作为研究文本，以萨特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研究对象，在整体梳理萨特哲学致
思历程的基础上，集中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作了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该书较深入地分析了萨特从《存在与虚无》到《辩证理性批判》转变的内在逻辑，并对这一转变过程
的几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较深入地分析了萨特结合实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必要
性与可行性等等问题，对实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作了扼要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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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时中，男，湖南省宁乡县人，生于1978年4月，2006年于南开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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