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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辑了作者自1982年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50余篇。
学术论文部分主要是围绕重大现实课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和文化研究
的方法论等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学术评论部分主要针对社会上和学术理论界存在的思想路线、思维方式、思想作风、学风、文风等方
面的问题及其实质和根源，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本书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堪称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哲
学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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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奔(1942-2007)，生于日本国长野县下伊那郡清内路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
师，《哲学研究》前执行主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
1992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
他致力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倡导“以关注现实问题为主，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
论研究”的办刊方针；他的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中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的创造性探索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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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位哲学家的心路历程纪念刘奔同志一个以哲学的方式把握时代的忧思者学术论文  简论真理观和价
值观的统一  如何理解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哲学观念变革三题  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坐标变换和唯物史观  历史·现实·历史观——五四运动及其评价的反
思  批判·探索·创新——当代实践中理论思维的命运和使命  关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媒介——学习札记  
关于把握客观经济规律的若干方法论原则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一空特性初探  从“活的
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发表140周年  实践
·历史必然性·价值——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辨析  异化与价值——马克思的价值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传
统与现实生活  文化的“源”与“流”——关于传统的一种辩证理解  文化研究中的哲学历史观问题  历
史地把握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关于文化安全的几点
思考  交往与文化  当代科技革命和交往手段的变革  关于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全球化时代认识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坐标——学习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  经济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论“文化全球化”的观点和价值趋向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以环
境问题为例  唯物史观和现当代中国问题  关于当代唯物史观研究的若干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
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评论  时代精神的精华  现代化建设的武器  “正名”与观念“更新”  
将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到哲学的层次上来  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理论工作应从短期行为中
解放出来  学术气氛和思想作风  语言·思想·文风  反思有益于前进——复刊十二年来的回顾和展望  
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繁荣——纪念《哲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  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谈谈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一种观念论的文化史观  理论的活力在勇于和
善于探索  以史为镜  可以知错——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一)  不容诋毁的伟大爱国精神——纪念五
四运动八十周年(之二)  救国之本  兴邦之道——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三)  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
命力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四)  人间正道是沧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哲
学研究的使命感——世纪之交的哲学断想  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学术价值——世纪之交的哲学断想(之
二)  哲学家需要关注现实经济学问题  评“新权威主义”及其历史观  从“泡沫经济”到“泡沫文化”  
枯根岂能“发新芽”？
——评现代新儒家的历史观  关于崇尚过度消费的消费主义发展观——重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过度消
费的批判  哲学之命运及其他——我的困惑  思想走私的诀窍跋：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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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什么是价值？
价值是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是事物与主体（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①。
这里的“事物”，既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社会现象，还包括以客体形式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这里
的“关系”，是指肯定与否定关系，即利害关系。
价值具有客观性。
因为，不仅客体是客观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而且主体（人）的需要也是客观的。
但是，价值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在自然界的客观性。
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类是否存在为转移。
只有人类的出现，才会有价值。
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
从本质上说，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
当原始人加工天然石块的时候，石块就有了作为生产原料的使用价值；当石器制成以后，人就使石器
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这种更高的使用价值是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肯定。
当然，人不是从“无”中创造对象价值的，而是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在把握对象的固有属性和
因果联系的基础上，揭示出对象满足人的需要的可能性，并通过实践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价值具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性。
实践的对象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人的需要也随之不断变化，价值也就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
中发展起来。
在古代，丝织厂是一种满足“奢侈的需要”的生产部门，后来则成了“必要的需要”。
在一定历史时代，具有天然诱人光泽的金银，除具有一般的审美价值、充当货币的价值以外，对一定
的阶级还有显示奢侈、富裕、华丽以及用于颂扬的价值。
这些都只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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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奔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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