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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2年春季号总第5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范式转换与发展主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辩证法、历史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
性自觉与人学，以及生态文明、社会正义、现代性、中国道路等问题，作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2年春季号总第5辑)》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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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社会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关于实践活动的主体根据的制定上。
前面说到，由于认识论意蕴的“真”是认知活动的“真”和评价活动的“真”的统一，因而“内蕴着
目的、理想以及人们应该如此行为的规范”。
理想作为目标也是目的，而行为的规范则与方法相联系，目的是实践活动的动力和方向，方法是实践
活动中调节活动方式以达到目的的主观手段，于是目的和方法就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根据。
通过方法的调节，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使目的实现，于是作为实践结果的实存就与观念即认识论意蕴的
“真”相符合，从而体现了本体论意蕴的“真”。
 放眼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小到一个具体器皿的制作，大到移山填海的自然改造和改天换地的社
会改造，都体现着社会主体通过实践活动使认识论意蕴的“真”转化为体现本体论意蕴的“真”的社
会现实的努力。
这种社会主体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外部世界的改造上，而且体现在内部世界的改造上。
社会主体用“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的观念来指导、批判自己做人的行
为，努力使自己做人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实存与观念一致”，从而使自己“成为人（Person）”，以
体现本体论意义上的“真”。
在外部世界体现本体论意义上的“真”与在内部世界体现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的，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缺一不可。
当这两方面的改造通过人的自觉性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一句名言：“世界到了全
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有一句常被误读的话：“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
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觉无聊。
”有学者据此断言黑格尔在自然观上的形而上学。
其实，黑格尔说这句话的原意是，自然界由因果系列严格地统治着，由于原因总包含着形成结果的根
据，这就使得从原因中演绎出来的结果显得“没有新的东西”；而由于观念（理念）的存在，就使得
世界不断地产生新的东西，从而日新月异。
真不能理解，离开了体现本体论意蕴的“真”的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
 在中国的“文革”时代，人们把某一种思想予以绝对化，使之成为膜拜的对象，陷入了“拜观念教”
；理所当然，人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武器来批判之，标志着一个疯狂时代的结束
。
但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性实践崇拜论”倾向，即片面地理解“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一切
以现实为标准，理论必须跟着社会现实走，而否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理论对于现实的批判
作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之所以能体现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就在于列宁所赞赏的它不仅具
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这个“普遍性的品格”就是上面所分析的作为实践主体根据的目的与方法，从而与认识论意蕴的“真
”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说，人们进行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作为“普遍性品格”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乃至批判，
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乃至批判中改造现实世界，实现“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的社会运动，使之
体现本体论意蕴中的“真”，由此就应该确立“思想”在社会中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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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2年春季号总第5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深化对当代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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