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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研究》由熊文著，本书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力图切实推进对马克思实践
辩证法思想的研究：第一，《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思想与黑格
尔辩证法思想的关系。 本书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有着两条清晰的逻辑线索：一条以《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为标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 法，特别是体现在《逻辑学》中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
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另一条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
是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的神秘主体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批判。这两条批判的线索的汇流以
《神圣家族》为起点，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基本完成。 第二，
深人研究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产生的逻辑进程。本书认为，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思想的产生经过了三个内
在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我意识辩证法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
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笔记中。 第二阶段是人本学辩证法时期。这一时期
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第三阶段是实践辩证法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
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这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着内在
的必然联系。 第三，深入研究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构成要素。 本书认为，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基本
要素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相关内容的合理继承。它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居于中心地位的自在自为
性；二是自在自为性的纵向规定性，包括否定生成性和具体历史性；三是自在自为性的横向规定性，
包括关系反思性和对象中介性。黑格尔重视自在自为的规定，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始终把真理看作是
具体的，认为真理是自我否定、自我生成的结果。同时，否定、关系、反思、中介等范畴在黑格尔的
著作里被大量运用，它们是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 上对黑格尔
辩证法进行了改造，赋予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以新的生命。 第四，深人研究马克思实践辩证法
的具体内涵。 本书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东西，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
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源自人与自
然、人的活动与自然活动、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统 一。历史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的直接现实，是狭
义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初步确立，后逐步发展成熟。
思维辩证法是被人的头脑改造过的实践辩证法。 思维辩证法从根源上脱胎于实践辩证法，但也有其相
对独立性和特殊性。

Page 2



《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获哲学二十学位，现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研究
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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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深入推进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三、本书的研
究思路第一章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一、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前提性问题(一)马克思批
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目的(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起点(三)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
切入点二、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批判(一)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与对《逻辑学》的批判(二)
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的根本问题(三)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二元论辩证法思想(四)马克思对黑格
尔二元论辩证法的批判三、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主体的批判(一)马克思人本学思想的基本观点(二)黑
格尔对主体一实体的理解(三)马克思对黑格尔神秘的主体一实体的批判四、批判的汇流——从《神圣
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神圣家族》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形式的彻底批判(二)《德意志意
识形态》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主体的彻底批判第二章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一、自我意识
辩证法阶段(一)鲍威尔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二)《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辩证法的特征 (三)马克
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批判二、人本学辩证法阶段(一)费尔巴哈人本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二)马
克思对人本学辩证法的理解(三)人本学辩证法的表现(四)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分歧三、实践辩证
法阶段(一)人本学辩证法中的实践辩证法雏形(二)实践辩证法主体的确立(三)实践辩证法形式的确立第
三章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基本要素一、自在自为性的自身规定性(一)黑格尔对自在自为性的理解(二)
马克思对自在自为性的理解二、自在自为性的纵向规定性(一)否定生成性(二)具体历史性三、自在自
为性的横向规定性(一)反思关系性(二)对象中介性第四章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丰富内涵一、自然辩证
法(一)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二)自在自然辩证法与人化自然辩证法的关系(三)自然辩证法与实践
辩证法的关系二、历史辩证法(一)历史辩证法的确立(二)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与成熟 三、思维辩证法(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定性(二)黑格尔思维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思维辩证法的
继承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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