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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辑特稿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论纲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野中的公共性命题 为列宁辩护——答“西方列宁学”对列宁意识形态
理论的责难 列宁关于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建设思想 以康德道义论为“工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理
论源脉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超越问题 从实际到文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出发点转换探析 马克思哲学
范式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创建阶段——
根据社会形态存在及演进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一种可能性分析 剩余价值哲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新探 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可能、展
开与当代加强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进程述论 进程、经验、启示——论马克思主义民生理
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中国化发展问题探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研究] 劳动供给的发展脉
络及其影响因素——一个国内文献综述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的再思考——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二十
周年 从结构到功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现代性中国
“何以可能”——对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中国模式”研究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引领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论] 话语的流变与解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差异分
析的一个侧面 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多维视角 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道德责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探索——读孙利天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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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方面，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不单是从理论上对人的纯粹理性
进行有效的批判，且还对理性在实践上是否存在可能性进行了论证，并赋予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康德
对理性的定义与启蒙概念放在了一起，“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
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
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但是，具体到康德哲学中，
理性概念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含义，即一是作为先验能力而言的理性，二是作为与知性相区别的形而上
学意义上的理性，三是作为与知性能力相等同的理性。从康蒲·斯密的解释中，可以更直观地展现这
三种理性不同，“理性一词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在上述标题里（按指书名
标题，即《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性’一词。——引者），它是用于最广泛的是意义上，作为一切
先验因素的源泉。它包含着感性的先验。在最狭义的意义上，它甚至和知性区分开来，指那促使心灵
不满足于其日常的和科学的知识，而指引它去要求在经验范围用不能发现的完全性与无条件性的功能
。知性决定着科学，理性产生形而上学。知性有诸范畴，理性有其理念。第三，康德常常把知性与理
性作为同义词使用，把心灵只划为两种功能：感性与主动性。例如在第一版第1—2页上，悟性与理性
是混淆地使用的，以reiner Verstand（纯粹悟性）代替reiner Vernunft（纯粹理性）。”理性的概念叫做
理念，即是灵魂、自由和上帝。这三个理念经过直言推理由“自我”而推出、经过假言推理不再受到
条件性束缚而得出、经过选言推理而实现自身的总体。这样就实现了三大理念的推理完成，灵魂不朽
、自由、上帝存在，并且赋予理念具有范导性的作用，因此，这样就实现了理性在思辨领域的完成。
但是，理性不但在认识论中存在，而且这个纯粹理性也应当在人的实践中展现出来。纯粹理性如果在
实践中是可能的，那么人就具有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康德同样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质
的客观道德律令，要求与任何种类的主观准则（Maxime）区分开。⋯⋯在伦理学，康德首先肯定自由
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虽然是超经验的，但却大量呈现和存在于日常道德经验之中，因之来论证
它的性质和表现。可见，在经验现象中去追求寻找一种先验的普遍法则，二者又仍然是共同的。”实
践理性强调的是，人的理性在实践中必须摆脱经验界地束缚，并以道德法则为规定、以善良意志为根
本，使人在实践中变为自由的主体，也是人的理性的同一（identity）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体现出统一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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