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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辩证法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
从远古到今天，从两方到东方，对辩证法、辩证思维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这些理论构成了辩证法
理论的庞大谱系。
自马克思完成辩证法的实践转向之后，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并没有受到后人足够的理解和重视。
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旧本体论并没有因为马克思的批判而寿终正寝，它们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
影响和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辩证法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中被误读和曲解，不仅造成诸多理论困境，而且带来很多不良后果，甚至
是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课题，需要辩证法予以回答。
因此，认真研究辩证法理论的根基在哪里，它的产生发展规律是什么，它的实质与本性是什么，辩证
法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仍然是一项紧迫任务。
人类思维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人类的实践水平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水平，人类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思维图式的转换。
只有认真梳理人类思维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辩证法是如何扎根在人类实践之中的，才能理解
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真谛，才能把握辩证法的当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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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辨证和谐观是在坚持和弘扬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维度和和谐意蕴的基础上，对这一时代呼唤的回应。
辨证和谐观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世界观、自然观、发展观和价值观体系，对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分为两部分、六章进行论述。
前四章通过对人类实践和辩证法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梳理，说明了辩证法的实践基础和和谐意蕴；后两
章通过对现代实践的总结，当代生存状态的分析，提出以和谐为主题的辩证和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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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尔都塞把辩证法的结构称做总体性，认为马克思把社会组织结构的各子结构和结构要素看做是非还
原、非线性的，并通过因果观的分析，提出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是结构因果观，认为结构并不
出现在任何“要素一效果”之中，而只存在于这些“要素一效果”及其关系的总体之中。
因此，结构辩证法用多元决定来描述总体性的本质特征：一是马克思的总体性是一个由历史决定的社
会组织内相对自主层面上的复杂结构，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二是马克思辩证法中的矛盾是多元决
定的，政治、理论、意识不是经济的外在化因素；三是马克思的总体性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经
济只是决定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由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等哪一个因素占统治地位。
这实际上也是从整体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
而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尔诺则对总体范畴保持着警惕性，认为总体性会导致新的逻各斯中心主
义、新的形而上学，因而特别强调非同一性、差异性、非中心性。
3.把辩证法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上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劳工运动有内容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革命理论。
”他反对理论上的历史决定论和实践上的集权形式，提出“只有通过反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才找得
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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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我的博士论文。
选择辩证法问题进行研究是在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奎良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的，这个古老的问题一直
使我非常敬畏，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在研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
因为大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开始对哲学的宏图大论产生了畏惧，对于现实生活的迷恋和对工作的执著
也成了逃避哲学研究的最佳理由。
好在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仍然驱使我不断地游荡于关涉宇宙起源、生命奥秘以及人类之谜等书刊
，单纯的爱好使我广泛而杂乱的浏览涉猎，这些知识乱七八糟地堆砌在一起，使我无所适从，也无从
下手。
逐步理顺的工作，平静了的生活，使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集中地阅读和思考，也使我的心更加沉静
下来，在审慎地思考、反思人生问题的同时，也使我对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辩证
法的理解也自认为有了跃升，也使我的心灵、灵魂得到了净化——一位位哲学巨人更是一位位道德巨
人，他们在平凡中塑造了崇高，在纷乱中创生了完美，在困苦中创造了富有。
历史伟人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克服畏惧、克服怯懦，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管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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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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