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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到马克思》

内容概要

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氛围中，梳理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地位必须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
样的欧洲近代哲学史的线索出发，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必须立足于把马克思置放进与海德格尔这
样的现代哲学家对话的语境中，似乎已经成了某种学习习惯。然而，本书认为，马克思超越近代形而
上学哲学的关键在于，他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部重新给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成机制。从根本上说，
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支撑他思考像人，自由等抽象话题时的哲学思想，而是支撑他思考以现实经济问
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时的哲学思想。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要想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
全面打通从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本书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对于与理
解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有关的三个主要的经济学方法论流派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各自的代表
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通过对比，来凸显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在此
基础上，本书对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历史性的诠释，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与理解马克思哲学
的基本内涵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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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人本主义经济哲学方法    二 历史在上帝的帮助下显自己    三 弗格森、黑格尔与马克思第二章  
李嘉图及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哲学方法  第一节 李嘉图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    一 古典经济
学视域中最深刻的唯物主义者    二 经济学革命性突破的哲学意义    三 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  第
二节 汤普逊的功利主义经济哲学方法    一 从古典自然主义到功利主义    二 从李嘉图水平的倒退    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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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马克思与我们：一点理论反思  第二节 罗雪尔的经验历史主义经济哲学方法  ⋯⋯第四章  马克思
的经济哲学方法（上）第五章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下）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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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关于马克思的部分，作者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挖掘出反经验主
义这一条线索，而且颠覆了许多马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哲学以往理解，不得不说是一部很有水平的著作
！个人觉得，南大这条思路，一定程度上应该受到阿尔都塞的启发。
2、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发展和创新而形成的，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独具
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伴随在一系列世界观和学方法论的研究、批判和创新而
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自成体系和完善。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理论发展历史过程，是在一系列逻辑圆圈的上升中发展和完成的。无疑，从斯
密开始说起，这展示了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逻
辑）出发点，古典学派是从商品、从交换，从价值开始的，马克思继承了这个“研究的起点”，不过
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所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当然，研究的方法论也就不同，这是马克思为什么要
批判和“匡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阶级根源，同时，在世界观上和方法论上也体现了马克
思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独特性。在世界观上的切入点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发展和完
善，体现在方法上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发展，从实践的辩证法到过程的辩证法，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
原则来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这当然需要一系列新的范畴，包括实践、现实的个人、自然、社会、历史
等范畴的新界定，在这个基础上，辩证法被科学地得以发展和运用，并最终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逻辑总线索，完美地体现在《资本论》中。“斯密到马克思⋯⋯”这本著作，抓住了马克思世界史
观这条线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中轴”，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在世界观上，在经济学
研究的方法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说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伴随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
和创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得以“具体化”地呈现，即“揭示了日常生活世
界的具体景观”，而不是《形态》中的抽象的、模糊的理论形态。这样做当然需要大量的辛苦研究，
从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是进行了一番不简单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在学理上有新的见解
和创新，比如运用一些具体化的、独特的范畴、措辞和表达方式，这对于我们具体地理解和细化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逻辑的把握，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因此，强烈推荐经济学、哲学专
业的学生、学者们，以及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读者们，认真地阅读此书。——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评价中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望书友们自己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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