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范式转换的途中>>

13位ISBN编号：9787511713896

10位ISBN编号：7511713890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杨学功

页数：796

字数：4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

内容概要

　　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目前正处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之
中。
作者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就是一份真
实的学术记录。
它是作者近10年来在重要报刊发表的学术评论文章的结集。
其中既有对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宏观扫描，又有年度述评，也有对一些重要专题的疏理
，还有对某些学术倾向的评论，并附录了作者对学界人物的访谈和个人自述。
这些文章发表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将它们结集出版，有助于总结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这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各层次的研究生，都具有重要的参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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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学功，1963年生，四川简阳人。
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
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并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中国价值
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兼涉当代社会理论和全球化问题。
主要著作有《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超越哲学同质性神话》（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研究》（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马克
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
问题研究》（参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哲学基础》（合
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与丰子义合著，人民出版
社，2002年）等。
译著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徐素华合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
。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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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
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
范式选择的依赖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个公共问题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对话
重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兼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部新著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检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探索与争鸣
“返本”与“开新”——从哲学观视角看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研究：分歧与出路
从解释学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重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国外马克思研究是一面镜子——由“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想到的
“西马”之后看“马克思学——我们为什么要系统译介马克思学经典著作
第三编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热点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和重点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热点问题述评
累积学科共识推进学术研究——200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扫描
中国哲学的本土意识与原创冲动——2010年度哲学学术热点评述
第四编
问题研究与学科建设
学术的社会担当——关于学术伦理的对话
变革中的精神探求——国内价值观研究述评
⋯⋯
第五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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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翻译著作，如科普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
，1982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
（商务印书馆，1981年）等，对当时的认识论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
与此同时，受“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共78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8年）所倡导的在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思潮的影响，一些著作如夏甄陶主编的《认识发生论》、李
景源的《史前认识研究》、周文彰的《主体认识图式概论》，以及程伟礼的《灰箱：意识的结构与功
能》（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晓
升的《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都着意借用现代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儿
童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和探讨了认识发生论、认识建构论、主体认识图式论、语
义分析方法论等新的理论问题，一定意义上拓宽了认识论研究的视野。
有人批评这种研究陷入了“心理主义”的误区，其实这种批评未必成立。
因为认识论作为关于认识的哲学反思，它总是以对人的认识的具体实证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反思的思想
内容的。
列宁曾列举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这些知识领
域的进展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基础，而认识论研究则必须对这些知识领域的具体成果作出
理论概括和提升。
 在认识论研究如日中天之时，价值论研究已经蓄势待发了。
价值本来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却长期付之阙如。
人们往往把价值问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那么，是否应该和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逻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呢？
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和日本都有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界也开拓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
 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的。
随着认识论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凸显，价值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正如李德顺所揭示的，“在价值问题和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简单说来就是：在理论上，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
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 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
识及其联系》一文，是我国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而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
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
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
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生长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

编辑推荐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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