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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年代生人的思想文化定位我出生于1963年，今年38岁，已近不惑之年。
“文革'，爆发那一年，我3岁；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那一年，我8岁；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文革”结束那一年，我13岁；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那一年我16岁
。
此后的岁月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经常萦绕于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前与40年代、50年代生人相比，后与70年代
、80年代生人相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给中国的历史奉献一点什么独特的东西？
四五十年代生人，年长者已届六十，年少者也已过四十。
这一代中冒尖的人已经功成名就，活跃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构成了
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阶层。
这一代中平凡的人，有的已经或将近退休，有的正被下岗失业问题所困扰，更多的正在过着一种小康
或温饱的生活。
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经历。
他们经历了1949年国体的巨变，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天灾人祸”，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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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    首先，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走向更广
袤的精神世界并在其中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
我们这一代人，同老一辈一样，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构成我们的知识基础和精神背
景。
在厌弃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找“真正的”马克思。
我们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读了一遍又一遍。
    其次，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吸纳西方文化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过程。
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学热，遍及各个学科和文化分支的西学经典被译介进来，
令人惊喜交加、目不暇接。
四五卜年代生人完成了译介西学的大部分工作，而直接受益和最大受益的莫过于60年代生人了——译
者成年累月才能译出一本书，而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能阅读十几本他们译出来的书。
    再次，它们记录了一个60年代生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坦白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80年代我们基本不读老书，一是因为没有时间读，二是认为不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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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江松，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
先后就读于毛泽东母校东山学校、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
学位。
长期任职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从1989年开始，在《理论信息报》、《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浙江学刊》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数篇被《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索引，半数被CSSCI收录。
已出版著作：《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职工持股工作手册》（中
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当代工人阶级与工会新论》（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郭象个体
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悲剧哲学的诞生——从悲剧角度透视尼采
哲学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包括《人性与个性》、《寻找自己与成为自己》、《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第二版、《个人自由与社
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层的人生哲学》）。
待出版著作：《中国的出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
务实时代的精神资源——邓小平理论新论》、《劳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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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录》总序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实践哲学探源 　 一、一元论和二
元论的抽象对立  　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  　三、实践哲学——哲学史上
的伟大革命 　 四、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命运　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中的命运——兼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把自然唯物主义直接输入历史哲学的种种尝试及其失败　  二、马克思恩格
斯对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客观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三、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生产力、生
产关系与人——科学人道主义化与人道主义科学化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  　二、史前社会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考
察    一、生产力的历史演变    二、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    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的
活动与历史规律    一、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    二、人类活动与历史规律    三、个体活动与历史规律第
二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　哲学从何处突破    上篇：哲学应从人突破    下篇：人的研究应从个
人突破　竞争——中国哲学繁荣之路    一、把竞争机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把竞争机制引入整
个哲学领域　论哲学家    一、哲学家的心理构成    二、哲学家的文化修养    三、哲学家的人格品质和
生活实践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初探　略论康德的批判理性    中国三代学人对康德哲学诠释范
式的嬗变——以郑昕、李泽厚、黄裕生为例　    一、《康德学述》：认识论的角度和范式  　  二、《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类学本体论的视角和范式　    三、《真理与自由》：存在论的视
角和范式  　  四、结语　《辩证理性批判》之第一卷第一分册《方法问题》初探　  一、《方法问题》
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萨特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三、建立历史人学的中介问题和辅助
学科  　四、萨特论“逆溯一前进”的方法及其认识论基础  　五、结语第三篇　人性、主体性、人道
主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纲 　 一、论人的存在  　二、论人的本质  　三、论人的存在与本质
的关系  　四、论历史哲学与人学的关系　马克思的健康人格思想——兼论马克思的英雄人格　  一、
病态人格与健康人格  　二、无产阶级革命——从病态人格到健康人格　　三、英雄人格——病态社
会中的健康人格　　四、小结　恩格斯的健康人格思想——兼论恩格斯的辩证人格　  一、恩格斯的
人格思想  　二、恩格斯的辩证人格  　三、小结第四篇　个体、个人、个性问题　试论马克思主义关
于个人的理论  　一、西方哲学史与个人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人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个
人理论的基本内容　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哲学　马克思的个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博士论
文》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  　三、1844年的《摘要》和《手稿》  　四、
《神圣家庭》、《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五、《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五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改革实践　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
文化价值体系    一、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比较    二、应建立以公民权利
为本位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    三、超越五四与超越历史　务实主义的伟大宣言——兼论邓小平理论的
形成及其特点    一、南方谈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二、务实主义与“左”倾思想的对比    
三、务实主义思想路线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普通职工应该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    一、改革的
原则：无公平的效率还是有效率的公平    二、改革的性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三、改革的战略
：重蹈西方路径还是独创中国道路　劳动与资本的历史合题——劳动性资本　  一、劳动与资本各自
向对方演变  　二、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依然存在  　三、劳动与资本的现代定义  　四、“劳动性资本”
这一历史合题能够确立吗？
  　论经济与伦理的原生统一性与内在同一性　劳动哲学：重构中国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　　一、当
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特殊意识形态　　二、劳动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意识形态定位
　　三、劳动哲学的科学性质和学科定位　　四、劳动哲学的理论传统和理论资源　　五、劳动哲学
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　　六、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七、结语　交互
主体论（Intersubjective Theory）——大学德育课改革的基本构想　  一、交互主体论的基本思路  　二
、大学德育课目标的转变  　三、大学德育课内容的转变  　四、大学德育课过程的转变  　五、大学德
育课形式的转变  　六、与大学德育课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王江松作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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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践哲学探源一、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抽象对立传统西方哲学，从柏
拉图到黑格尔、从泰勒斯到费尔巴哈，竭力追寻隐藏于所有现象后面的绝对本质、整个世界的始基或
本原。
水、气、火、数、存在、理念、原子、太一、神、自然、物质、自我、绝对精神等等，就是哲学家们
找到的所谓宇宙之根，那构成一切、规定一切的绝对本体。
这些本体大体上可分为物质性本体和精神性本体。
有人主张物质是唯一本体，有人主张精神是唯一本体，于是双方为了确立自身，都不得不来讨论物质
与精神的关系，结果又引出第三种观点：认为世界有两个并列的本体。
回顾这些追寻世界本原的哲学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有四种“本体论悖论”像梦魇一样地纠缠着这
段历史。
悖论1：一元论的自我否定——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绝对的本原，用它来统摄一切构成世界，那么，物
质和精神的对立就是不可能的了。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绝对本原，一元本体论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A.如果认为物质是绝对本原，本质上包括精神，精神便失去其独立本质，因而世界就成为一种晦暗的
、不透明的存在（物质不能反思）。
这样一来，一切认识包括唯物主义一元论本身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能建立它们的精神被物质吞
噬了。
B.如果认为精神是绝对本原，而物质失去其独立本质，精神就成为单纯透明的存在，成为一块其中连
阴影也没有的镜子或“白板”，而纯粹的光明正就是纯粹的黑暗——没有对象，精神也不能进行自我
反思和自我规定。
悖论2：二元论的自我否定——如果世界有两个本原的话，本体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本原具
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彼此不可通约，不能转化。
在这种绝对对立中，物质不能影响精神，精神不能认识物质，结果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或“大全”就根
本不能加以任何规定和说明。
一旦加以具体规定，就必须要求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而这就宣告了二元论的破产。
悖论3：一元论必然导向二元论。
一元论坚执自己的绝对性，顽固地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绝对本体来统摄万物构成大全，但为了避免走向
自我否定（悖论1），便暗中求助于二元论，结果又使自己走向另外一种自我否定（自相矛盾）。
唯物主义只有承认精神的独立本质才能建立自身，唯心主义只有承认物质的独立本质才能规定自身，
因此它们都否定了自己而走向实际的二元论。
即使宣称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的神学一元论，到头来也摆脱不了灵魂与肉体、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
狱的对立——灵魂、上帝、天堂正是由肉体、魔鬼、地狱来规定自己的。
任何神学一元论都内在地包含二元论。
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不过是精神与物质对立的神学表现。
悖论4：二元论必然走向一元论。
二元论坚执其内部分裂和对抗，但又无法永远忍受这种抽象对立的空疏性，为了避免走向自我否定（
悖论2），便转向一元论。
一种对整体性和具体内容的渴望，驱使二元论违背自己的初衷而力图使物质和精神统一起来。
这样，二元论便或者导向唯物主义，或者导向唯心主义，或者寻求第三种力量（神）来统一物质和精
神。
传统哲学便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在这里，二元论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外部对抗变成自身的内
部矛盾，同时又把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一元论中隐蔽的二元论公开暴露了出来。
一元论是潜在的二元论，而二元论则是一元论的暴露了的秘密。
这就意味着，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因而应当加以取消的对立。
这就意味着，那种寻求产生一切而一切又复归于其中的绝对本原的紧张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这一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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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人们所追求的一个幻影。
当物质和精神分别僭称为绝对本原时，彼此都受到对方的猛烈抵抗，如同上帝总是被魔鬼纠缠一样。
如果魔鬼也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本身不就是更大的魔鬼吗？
如果魔鬼不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魔鬼就是独立的本体。
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也摆脱不了上述困境：天使为什么会堕落呢？
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一
元论的两种形态。
其实，它们不过是分化为两体的二元论而已，两者的对立不过是二元论体系的内部对立的外在化，正
如二元论不过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内在化。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过漫长而激烈的斗争，但每一方都不能扬弃对方。
唯物主义指责唯心主义无中生有，唯心主义则指责唯物主义从物质到精神作了一次“非法的”、巨大
的跳跃，双方批评对方时都显得振振有词，可就是不能使对方相信自己的理论。
尽管唯物主义一千次宣布物质的绝对权力，可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依然存在，并且本身就是唯物主
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前提；尽管唯心主义宣布一千次精神的绝对万能，可物质世界照旧岿然不动，并
且是唯心主义者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由于双方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一般原则上显得绝对对立，那么，一旦涉及具体问
题，双方就不由自主地过渡到自己的对方或偷运对方的内容。
比如，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往往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
这绝非偶然，因为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坚持自然先于精神这一发生学原理而已，至于自然和精
神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关系，则已远远超出发生学的范围而进入相互作用的范围。
如果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敢于把自己贯彻到历史领域，那它就会公然无视人的活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
，否认人的意志自由，从而把人等同于动物。
费尔巴哈对这一点已达到明确的自觉，他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可以作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但
不能作为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与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向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所以费尔把哈把自己的哲学叫做人本主义。
如果从绝对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自然会指责费尔巴哈（还有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彻底。
但是，费尔巴哈拒绝把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绝对化，拒绝用自然解释人类历史，实际上表现出一种正
确的直觉。
另一方面，唯心主义不过是倒立着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者（比如黑格尔）为了建立自己的世界观
体系，便不得不把对现实的自然、历史的认识填充到自己的唯心主义框架中去。
否则，这种唯心主义就是毫无内容的。
真正讲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彼此包含的，因为它们双方都只有默认或暗中包含对方，才能把自
身建立起来。
纵观西方哲学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往往交织在同一哲学思想中。
古希腊自然哲学同时带有万物有灵论的色彩，亚里士多德则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从洛克到贝克莱不过一步之差。
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半是唯物主义者，半是唯心主义者。
至于康德，他乃是哲学史上第一个试图自觉地扬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哲学家。
但是由于他缺少辩证的方法和找不到扬弃物质与精神对立的现实基础（这两者是互相规定的），因此
，他不仅没有扬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相反，对立的对方都在他的体系中找到安身之所。
康德哲学是一次流产的综合。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两点是共通时，第一，它们都把探求世界的绝对本原作为哲学的最高主题；第
二，它们都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看成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两点有着内在必然的关联。
只要哲学去寻找那统摄一切、创造一切、规定一切的本体，就必然产生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裂。
当人们把某些自然物质或物质一般看做世界本原时，就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那确认、发现这一本体
的精神与这本体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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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也是这一本体的表现形态，那它为什么明显地不同于别的自然物而能够反思整个世界呢？
如果它不能还原为这一本体，那它又从何而来呢？
所以唯心主义必然构成唯物主义的对立面。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确立某一绝对本原，就把对立的某一方绝对化，
并用它来规定和说明另一方。
由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双方都非但不能克服对方。
反而受到对方的纠缠和限制。
只有抽掉它们的共同基础，打破其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才能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种
抽象的二元对立。
三、实践哲学——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二元对立，迫使我们回到一个“
元哲学”的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哲学？
哲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因此，哲学最终关怀的也是人自身，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
就是传统的以探讨世界本原为己任的哲学也不例外。
难道追寻世界本原的最终动机不正是为了确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吗？
不正是为了使人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归宿吗？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国先秦哲学、基督教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近代资产阶级哲学
，皆是如此。
不仅建立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建立哲学的过程也必须以人为中心。
客观世界不会自动显现在人的面前，人只有在主动向外探索和开拓的过程中，才能把握住客观世界的
规律。
因此，即使单纯为了认识客观世界，也不得不回到人自身。
想摆脱主体而达到纯粹的客观性，同想摆脱客体而达到纯粹的主观性一样，注定是不可能的。
当然，哲学要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就必须注意到人周围的环境、人所处身于其中的世界，
所以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不过是这个
问题的一个侧面。
人和世界的最主要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和其中，才能说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不
是相反，在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基础上说明人与世界的关系。
传统哲学在把人这一鲜明的主题客观化（隐匿）为世界本原的主题的同时，也把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归结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那么传统哲学为什么要去苦苦追求那个绝对的世界本原呢？
正是因为人自身的主体性还未得到充分发展。
由于人还不能真正从自己内部找到存在的根据，凭自己的本质力量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因此他就向外寻找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本原来安身立命，来作为自己灵魂的归宿和终极关怀，来解脱
自己对生命有限的恐惧和哀伤。
来满足自己对无限、绝对、永恒的“形而上”的向往。
所以真正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不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无不转向客观唯心主义，
无不把精神夸大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创造主，而个体精神不过是这种绝对精神的特殊表现而已，它们
来源于又复归于这种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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