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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
———评黄秋生博士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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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体论哲学在现代哲学看来已落入不可自拔的

理论窠臼,成为被诘难的标靶和被遗弃的对象。 然

而,痛贬本体论哲学学科化的种种时弊并不意味着

本体论哲学本身超越性意义的终结,更不意味着哲

学致思的终结。 在马克思哲学中,本体论思想是关

于人的生存本性理解的形上视阈、本体论维度和哲

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哲学进行了“整
体的批判冶,这种批判本身说明他的哲学包含本体论

的思想和语言,否则他不可能彻底炸毁传统形而上

学的神圣殿堂,真正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怪影冶。
在对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

自己的“新哲学冶,而他在创建过程中使用的基本概

念和范畴带有明显的本体论话语“症侯冶,这从另一

个侧面也反映了他的哲学包含着本体论思想,具有

本体论思想的存在空间和意义:如其一,本质主义地

谈论“实践冶;其二,基础主义地谈论“社会冶;其三,
历史主义地谈论“辩证法冶;其四,主体主义地谈论

“无产阶级冶;其五,真理主义地谈论“共产主义冶。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本体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而形而上学无疑具有深层的人性根据,而人的生存

本性却是在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中表现出来的。 人的

存在的二重化表明: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他
已不再仅仅依赖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自觉理

性,于是他的生存活动便出现了有限与无限、实有与

应有、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从
而使他表现出要不断地越出自身有限性以通达无限

的自由境界的生存本性。 从哲学史来看,人的存在

的二重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本性,的确有一个不

断地被人自己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没

有也不可能有最后的完结,因此它不能逸出形而上

学的视域,更不能消解形而上学的意义。 本体论哲

学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据和思维根据,是任何真正哲

学都难以回避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传统本体论哲

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但它终究只是本体论

问题的一种历史性解答方式。 像任何哲学一样,马
克思哲学本身的创立从根本上来说难以最终摆脱本

体论的“纠缠冶,批判和超越传统本体论,成为马克

思哲学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重要基础。
黄秋生博士的《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通过文本整体性研读,发现了从一般性批判理论角

度来看,马克思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

批判—经济学批判—人类学批判的思想演进;从本

体论批判角度来看,经典作家则为我们勾勒了一条

清晰的神学本体论批判—思辨本体论批判—思辨本

体论批判(自然本体论)的批判的逻辑进路。 在一

定意义上,与其说马克思完成了对传统本体论的彻

底批判,不如说他向后人展现了自己走出思辨囚笼

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一书

所述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坚持实践

论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从人类

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本体问题,强调以社

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来统摄自然本体,并把合理

性追求融入本体问题的探索之中,具有鲜明的学术

取向。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一书还揭示

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探索根本置换了本体论研究

的问题域,鲜明地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

的、历史的、实践的、人道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
我认为,黄秋生博士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马克

思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昭示马克思本体论的历史

重建,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探索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