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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的主体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研究》以主体的普遍性与个体性关系的变化发
展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完善为中心线索，对主体概念作了系统的考察，凸显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主体概念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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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乃龙，男，生于1982年，山东东平人。
2004年获兰州大学哲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2011年获南开大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德州学院社科部讲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山东省伦理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主持并参与
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市厅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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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及关系，明确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的范畴　　通过对蒲鲁东
的批判，马克思明确了人们在致力于生产的发展时，也产生了与这些生产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生
产关系；明确了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经济范畴，都是由物质生产“生产出来”的，经济范畴是现
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明确了“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从而进一步确认了作为主体的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抽象的原理、范畴，而是由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建
立起来的“交往形式”（指生产关系）下的现实的个人。
接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分析到，既然现实的个人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规定的，既然现实的个
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场域的生产关系不是抽象的经济范畴而是现实的，那么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的范畴
，内在规定则自然通过表达生产和再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界定。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工具的分析，阐明了生产力的含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就生产力问题给予了解读，他已经论述了生产力包含物的因素
，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包含人的因素，表达人的社会属性。
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是把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等同来看待的，并没有明确生产力
概念的边界，明确它的范畴。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抓住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生产工具来界定生产力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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