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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17日,北京理工大

学在中关村校区 2 号楼 211 会议室

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

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北

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赵长禄教授，副校长陈杰教授，

人事处副处长处长金海波教授，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德煌，常务

副院长李林英教授，副院长郭丽萍、

刘新刚以及翟杰全教授等教师代表

参加了聘任仪式。仪式由金海波副处

长主持。 

受聘仪式上，首先由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总支书记李德煌介绍了程恩

富教授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学术、著作

等方面的成果。副校长陈杰代表学校

向程恩富教授颁发聘书、佩戴校徽，

并向程恩富教授表示感谢和祝贺。 

程恩富教授在发言中表示非常

荣幸受聘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并对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

究领域和学科生长点做了充分肯定。

表示将为促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与

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学

院常务副院长李林英教授介绍了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历程和学科建

设概况。 

赵长禄书记在讲话中再一次向

程恩富教授表示感谢和祝贺，并希望

程恩富教授受聘后，进一步促进马克

思主义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尤

其是青年师资队伍方面的建设。 

聘任仪式后，程恩富教授在学校

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上深入

导学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他指出，

六中全会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

党建理论与实践有了创新和发展。 

北理工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为兼职教授 

聚焦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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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

院在中心教学楼 1318 会议室举办了

2017 年度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专家点评座谈会。本次项目申

报点评座谈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主

办，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

部协办。座谈会邀请了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肖贵清教授，对马克思主

义学院七名教师的项目申报材料做

了一一点评。参加座谈会的有马克思

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林英教授、科

学技术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部部

长冉伦、科研院朱秉男，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郭丽萍教授，副院长张毅

翔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其他教师

参加了座谈。 

在本次专家点评座谈会，肖贵清

教授重点分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申报与教育部社科基金申报的异同

之处，讲解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类

别，详细介绍了项目申报的关键要素，

对课题申报的具体技巧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在会议第二阶段，由七位

申报老师分别发言，介绍所申报的课

题及相关内容，肖教授对申报项目进

行了一一点评，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

和完善的建议。 

介绍完申报的课题后，与会教师

对申报课题分别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和交流，此次会议的召开为 2017 年

度我院各类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

奠定了基础，今后，学院将围绕 2017

年各级别社科基金项目进行跟踪指

导和辅导。 

聚焦马院 

 

NEWS 

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 2017 年度国家（教育部） 
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点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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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8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

学院学生党支部携手离退休工作处关工委

青老读书会开展以“追忆苦难，展望辉煌”

为主题的读书分享活动，活动在远志楼 210

举行。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德煌，

离退休教职工党委书记蔡婷婷以及 98 岁

高龄的吴大昌老师、离休干部方嘉洲老师

等 13 名离退休老同志和 19 名马克思主义

学院研究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出席分享会。

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原纪委书记，现任关

工委主任、青老读书会会长张敬袖主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党支部 4 名预备

党员代表就《苦难辉煌》这本书结合自身

研究方向进行了发言，并和老同志们积极

交流。北京理工大学原纪委书记、关工委

青老读书会顾问孙祖国代表发言，主要提

出健康和读书的重要性，鼓励青年学生要

坚定理想信念，指出要相信青年，相信青

年在学习、教育过程中的成长，并且希望

同学们多读有关于党的发展历史的经典书

目以了解苦难辉煌的真正内涵。校关工委

青老读书会成员高鲁山老师、党建组织员

项目组成员、关工委青老读书会成员李兆

民老师也结合自身和实际工作进行了发言。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德煌结合学生

和老党员的交流和互动，指出本次读书交

流活动，体现为“三好”：活动形式好、活

动主题好、活动效果好。李书记希望以后

学生党支部能够多与老党员进行读书交流

活动，以提高修养，提高党员的觉悟。 

张敬袖老师对这次读书交流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希望青年学生能够继续努力，

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创造属于自己的

辉煌，并表示老同志也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同学们服务。最后，马克思主义学院全

体研究生党员及积极分子和离退休工作处

的老党员进行合影留念，本次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党支部参加关工委青老年读书会 
第一次读书分享活动 

聚焦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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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入脑入心、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学

院积极响应学校号召，部署各年级开展“我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班会，进

一步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月 16 日，马院 15级研究生在班主

任王娟副教授的带领下，在图书馆五层学

术讨论室以学术座谈会的形式开展了班会。

同学们经过查阅大量学术文献并围绕自我

和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石丽萍、左能

雪、武昉等几位同学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

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解。班主任王

娟老师进行点评与总结，指出应该从不同

的切入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

涵、历史渊源、形成过程以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和迫切性、

必要性进行了巩固性再认识。 

11 月 21 日，班主任李赫亚老师组织

马院 16级全体研究生开展了班会活动。同

学们认真讲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论发展内涵特点、重要意义和基本内

容，并结合专业知识和生活经历交流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产生的

影响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现场的交流气氛热烈，同学们受益

颇多。最后，班主任李赫亚老师从“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理想信念，以及个人

生活学习的层次进行阐述，使同学们认识

到“诚信、友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性，明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的重要责任

和使命。 

11 月 24 日,马院 14 级研究生在班主

任张雷老师指导下，就“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

论。同学们结合科研、社会实践谈及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度审视问题。最

后张雷老师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鼓励大

家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做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马克思主义学院各年级组织开展 
“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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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摘编 VIEW 

摘要：近年来兴起的思想政

治教育生态论为我们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崭

新的视角。该视角并不是要推翻

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而

是借鉴一种思维模式、方法论原

则去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

论发展的难题。通过比较思想政

治教育环境与生态的异同,能够

得出肯定以生态视角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环境的结论,并进一步

地在探究其可能性与必要性的

基础上,力图探索其价值性。 

发表于：《思想教育研究》，2016

年 09 期 

 

、 

 

摘要：文章从环境权利的内

涵出发，指出环境生存权强调公

民享有在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中

生活的权利，如清新的空气、清

洁的水源、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无

污染的居住环境等。关于生存权

与环境资源的密切关系，已得到

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公认。对环境

权利的承认，体现出人民主体地

位在环保领域的具体化。 

 

发表于：《学习时报》，2016 年

11月 10 日 

 

 

崔建霞 

张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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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 李京 

摘要：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从开埠设厂到“共和国长子”：

东北工业百年简史》从长时段历

史维度去探寻东北工业发展历

史，有助于探究现实问题的深层

次缘由，其中，对新中国前三十年

东北工业发展的研究，是该书的

重点所在。同时，该书也有助于加

强我们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理解。 

 

发表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6 年 7月 15日 

 

 

 

摘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推进知识

创新、技术创新,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而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特点决定

了必须为之建设配套的国家科技传播

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

互动。本文通过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分

析了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协同互动的

作用,并就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问

题做了讨论,认为科技传播与科技创

新的协同互动有助于提升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面

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技传播也有助于营

造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因此,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协同互动和

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建设问题。  

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论坛》

2016 年第 1期 

 

申晓勇 

翟杰全 



-7- 

 

 

 

 

 

 

 

 

 

 

 

 

 

 

 

 

 

 

 

 

 

 

 

 

 

 

 

 

 

 

 

 

 

 

 

 

 

 

 

 

 

 

 

 

理论前沿 THEORY 

颜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
自由概念 

摘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特

殊的历史文化境遇出发对自由概念进行

了全新解读：强调自由是一个质性范畴,关

乎人的本质,意味着选择和创造；认为自由

内含一种批判性(规范性)的价值维度；揭

示了政治自由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的

有限性；反对集体和国家对个体自由的侵

凌与强制。由此出发,他们拒斥和批判了实

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自由观；辩证分析了

社会决定论和个体自主选择的关系；揭露

了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和"经济人"假设

的意识形态本质；坚持了自由概念的批判

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对自由的理解有其深刻之处,对我们分

析批判资本主义和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

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 年第 3

期 

田冠浩：重新发现市民社会—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地位 

摘要：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第一次实现

了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思辨考察。但由于过

分强调国家意识对市民社会的支配和提

升作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最终陷入了"

精神与现实"分裂的"唯灵论"困境。此后,

费尔巴哈虽然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虚幻

性,但是黑格尔关心的市民社会问题却被

遮蔽了。现代政治哲学只有经过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才能重新将对市民

社会的反思、重建与提升作为自身的主

题。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资本论》的伟大序

曲。   

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

第 4期 

田海斌、冯岩：马克思主义青年理

论的当前价值 

摘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和青

年社会责任意识培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实践中,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步

的坚实基础和实践动力。要将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和青年责任意识培养统一

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全面挖掘当代中国

青年潜能,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发展。  

来源：《人民论坛》2016 年第 20 期 

李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狠抓

课堂建设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

话语权和主动权。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强化阵地意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劲头,结合国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做到

因势利导,狠抓课堂建设。 

来源：《红旗文稿》2016 年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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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松：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三重蕴意 

摘要：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

内涵上坚持以"中国特色"为理论方法,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道路指引,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精神内核,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

新世纪以来中国崭新的发展实践和治国

理念。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在于引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现

代化并实现"中国梦",提升中国话语在全

球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全球发展

理念和治理模式提供中国智慧。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6 年第 4

期 

朱晓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摘要：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

大原则,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无神论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

世界观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本质

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从巩固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和党的执政基础、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的高度,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无神论的主流话语和主导地位。这是党

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来源：《红旗文稿》2016 年第 17 期 

 

[美] 艾伦·伍德:正义与阶级利益 

摘要：马克思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

本主义,正义与否取决于行为、交易或分

配制度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诠释为基于正

义的批判无疑是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

的"改写"。这种改写的实质是试图赋予马

克思以某种正义观,或认为马克思理论包

含有一种隐晦的正义观。改写不可避免地

要面对来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诘难,特别

是基于阶级利益论题的诘难。它要想获得

成功,就必须限制、甚或放弃马克思的革

命实践观,提出其正义原则在人类历史中

如何才能实现的新观点。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 期 

 

[俄] 鲍里斯·卡戈尔里茨基:后全球

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摘要：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国家

层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带来了诸多新

的矛盾、社会冲突和全球对抗。新自由主

义模式的逐渐自我毁灭迫使人们重新思

考苏联的经验;2008 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

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

结。在"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逐渐扩

展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种社会革新的理

论,马克思主义正在获得其现实意义,它

是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战略进而

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1

期 

理论前沿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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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1 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马藏》

编纂专家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的 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由北京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教授主持。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北京大学

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教授分别作了讲话。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藏》的编辑体例和四个编校样本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沙健孙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柱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

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良明教授、武汉大

学哲学院汪信砚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陈红娟副教授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亮在讨论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历史

系王晓秋教授、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子渝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代尧教授在会议最后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孙蚌珠教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光明日报等单位的代表也参

加了会议。（来源：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月 6 日上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清华大学-兰州大学签约仪

式在兰州大学举行。我院院长艾四林教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吴潜涛教授、副院长肖贵清教授、副书记舒文副教授以及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

教师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兰州大学张新平教授主持。 

兰州大学副校长潘保田教授代表学校介绍了该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情

况。吴潜涛介绍了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以及运行框架，对兰州大学加盟

协同创新中心表示欢迎。 

签约仪式结束后，院长艾四林、副院长肖贵清、学院党委副书记舒文等还与兰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座谈，就学科发展、科研创新、教学研究等方面广泛深入地交换

了意见。吴潜涛教授还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做了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前沿问题》的学术报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由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共青团中央、上海市

教卫工委、东北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于 2014 年共同组建。（来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他山之石 INSIGHT 

北京大学召开《马藏》编纂专家会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 
清华大学-兰州大学签约仪式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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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进展”为主题的第

七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贾朝宁、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余其俊、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余其俊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将有力地促进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

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贾朝宁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

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金民卿以“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内涵与依据”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江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华南理工

大学、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及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 8 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大会主题作了发言，与会代表分成四组进行了研讨。金民卿在闭幕式中总结认为本次论

坛主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 

来自 110 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近 15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学者表示，本

次论坛在加强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队伍

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学校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和社会科学

处负责人参加开幕式。（来源：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1月 26 日至 27日，“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武汉大学研究生院、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文化软

实力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论坛面向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征

文，经过专家评审，论坛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共中央党校等 79 个有关博士生培养单位的 412 篇论文中遴选出 106 篇优秀论文参会。 

开幕式上，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陈传夫，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佘双好等先后致辞，学院 2016 级博士生张瑜代表全体博士生发言。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谭玉敏主持。 

主题讲座阶段，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尹汉宁教授、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骆郁廷教授、长江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博士生的学术情

怀”、“全球语境下的文化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辩议”的主题讲座。

三场主题讲座大开大合、精彩纷呈，开拓了与会博士生的研究视野，启迪了大家的学术

智慧，受到了在场博士生们的广泛好评和热烈欢迎。（来源：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七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在华南理工举行 

“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第二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
关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举行。 

他山之石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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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马克思改造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创立辩证逻辑的思想轨迹。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

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认为他把否定性作为一种“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把否定之否定即扬弃作为历史进步的表现，这大大超出了康德先验论的非历史观点。具

体而言，其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

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

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时，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片面性

和局限性: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思维中发生的一切，

历史的哲学仅仅作为哲学的历史，而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

史”。同样，黑格尔虽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

神的劳动”，现实的、肉体的、有生命力的人的真实劳动却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对“异

化”的理解也是如此，这充分表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特点。 

 马克思对劳动的研究，恰恰是从自相矛盾的事实，而不是从排除了矛盾的“事

实”开始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实，其中，既包含了

空间维度的分析；也包含了时间维度的分析，既有物的异化，也有个体的异化和人的全

面的异化，而第四个异化即交往异化是前三个异化逻辑分析的结果，包括了前面所有的

异化。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从康德意义上的“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出发的，运用

的是“辩证”的逻辑。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劳动价值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从“物化”劳

动（病态劳动）的角度、而是从创造效用的“正常”劳动（健康劳动）角度去理解劳动

的“价值”。这一点恰恰凸显出阐述马克思运用辩证逻辑论证异化劳动的重要性。 

 在探明私有财产的秘密就是异化劳动之后，马克思开始探索人类的救赎之路。

这集中表现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运用辩证逻辑，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共产主

义发展的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对应的正是作为私有财产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意

义上的扬弃:（1）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2）政治的共产主义和经济的共产主义

逻辑上； （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前三个

阶段是跟私有财产纠结在一起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私有财产抱有历史的态度。对

私有财产的扬弃不是抛弃，而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但共产主义的后两个阶段似

乎与私有财产无关。实际上，由于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指的是资本而不是消费资

料，私有财产的扬弃的另一方面便是劳动的异化性质的扬弃，因此其逻辑结果便是人的

存在的片面状态和局限状态的被扬弃。人的存在的片面状态的扬弃便是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局限状态的扬弃便是人的完全独立或自由发展。因此，马克思在这三个阶段之后又

研究了共产主义的第四和第五个阶段:（4）人的全面发展，（5）人的完全独立或人的

自由发展。随着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人既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也摆脱了对人

的依赖，从而获得了完全的独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与其后来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是

一致的。 

经典导读 CLASSIC 

刘珍英:《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辩证逻辑思想及其运用（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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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客体的对立同一”有别于“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同一”。我们

之所以把“实践中主客体的对立同一”称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原理”,是为了把它同

列宁的一个重要论断关联起来。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论”中发现了辩

证法的秘密,区别在于列宁从黑格尔《逻辑学》的“绝对理念”中发现了辩证法的核心

规律是“对立同一”,马克思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绝对理念”中发现了辩证法

的核心原理是“主客体的对立同一”。 

  “主体—客体”范式从抽象思维领域进入到感性实践领域。马克思

哲学的核心原理“实践中主客体的对立同一”与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原理“思维中主客体

的对立同一”是一种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主客体的对立

同一,到底是抽象思维中的,还是感性实践中的。 “实践中主客体的对立同一”范式与

传统理解的仅仅作为辩证思维方法的“对立同一”规律共显示出两层区别。 

  “主客同一”和“主客对立”既相当于又不同于矛盾的两重性。通

过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发现本文所讲的主客同一和主客对立其实就是我们原来所

讲的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可是另一方面,通过我们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又发

现用主客同一和主客对立所理解的东西与我们原来用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所理解的

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在“主客体关系”中,对立和同一是相互包含的内在关系,同一中包

含着对立,对立中包含着同一,同一和对立本身是同一的。在“矛盾两重性”中,“同

一”和“斗争”却是两种不同的性质,二者可以分别存在,分别表述,是外在分立的关系,

不是内在包含的关系。 

 人对自身的关系:对象化意味着主客同一,自我异化意味着主客对立。

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发现辩证法的核心规律对立同一和否定之否定,如果放到

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来理解,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对象化、异化和异化的扬弃那一套道

理。或者反过来说,马克思在人的感性实践领域中所讲的对象化、异化和异化的扬弃那

套道理,纯从哲学角度来说就是实践中主客体对立同一的辩证法。 

 人对物的关系:私有财产意味着主客对立,共产主义意味着主客同一。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

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为在这种全面占有方式中,人所占有的东西实际上

是人的对象性本质,所以这时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等于是

人对他自身的占有,因此这种占有方式是一种主客同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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