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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伟编著的《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尝试构建起一个解释学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来复原马克思解答自
由理论难题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过程。
在系统的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本书运用概念逻辑梳理了马克思自由理论的逻辑演进史和自我批判史，
前者是“读”文本的过程，后者是文本“说”的过程，二者之间是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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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男，1976年生人，河北邯郸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昆明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的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经济哲学，已发表相关专题
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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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费尔巴哈哲学促使马克思转向到唯物主义的立场，费尔巴哈指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在本质上是自由的，马克思以之为引导进而在他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现实素材中去发现自由的真正根源
。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拾取批判的武器，一开始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给自己带来最多疑问的黑格尔
政治哲学。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确立唯物主义立场的宣言书，他后来对此著作评价道：“为了解决使
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
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
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是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而，对它的批判就是对当代国家及其
有关现实的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分析实际的社会政治关系，以此揭示出黑格尔
对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
黑格尔通过说明现实是观念的展开，因此是理性的，来竭力调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而马克思已发现理想和现实在社会生活中的对立，他指出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建立在与经验现实不一致
的主观概念基础之上。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特征就是它对哲学与现实之间矛盾的调和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绝对理念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将自身现实化。
家庭教育教人以道德自律，而市民社会则组织经济、职业和文化生活。
作为社会最高级组织的国家是“具体自由的实现”，它把特定权利和普遍理性结合成为客观精神发展
的最后阶段。
马克思对此批判道：“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
市民社会⋯⋯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精神。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主体，而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的内部活
动，这是一种“头足倒置”。
 黑格尔用理性国家抹杀了作为主体的自由个体，他将普鲁士国家看成是理性国家的实现。
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指出在普鲁士君主制度中，人民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在民主政治
中，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表达。
马克思对民主制作如是定义：“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
。
”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以英法民主制度批判普鲁士君主制度，他指出整个现代的政治国家制度都具有
异化的性质。
他说道：在现代，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它“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
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民主制”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真正的民主制中，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政治过程的唯一主体，主体的唯一性保障了政治生活的
统一性。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处于分离的状态，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成为缝合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
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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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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