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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徐长福论文被《哲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的论文《主词与谓词的辩证——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

探察》（原载《哲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17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该文随后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 年第 9 期以“主

谓辩证法：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为题部分转载。 

 

谭群玉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017 年年会 

2017 年 7 月 23—25 日，中心成员谭群玉教授在宁夏银川参加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同主办的“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

会 2017 年年会”。谭教授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唯物史观中国解释的现实向度》。 

 

谭群玉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 

2017 年 8 月 26—27 日，中心成员谭群玉教授在东北大学参加了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东北大学主

办，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会承办，《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党

政研究》协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在会上宣读了

论文《唯物史观中国解释的现实向度》。 

 

龙霞参加“马克思与中西方思想传统”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8 月 25—27 日，中心成员龙霞博士参加了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举办的“马克思与中西方思想传统”学术研讨会。龙霞博士作了题为“‘市

民社会决定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性命题”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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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颖赴西北大学访学 

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中心成员吕春颖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以访问学

者身份赴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访学，时间为期一年，自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合作导师为 Robert Harima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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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谭群玉：《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八卷）（合著） 

中心成员谭群玉教授与楚秀红博士合著的《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八卷）于

2017 年 8 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本卷是《孙中山史事编年》（共十二册）（桑兵

主编）中的一册，涉及的时段为孙中山五十六岁这年，即 1922 年 1 月至 1922

年 12 月（民国十一年壬戌）。 

 

郝亿春：《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译著） 

中心成员郝亿春副教授的译著《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弗兰茨·布伦塔诺著）于 2017 年 8 月在商务印书馆

出版。本书作者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被看作现象学的先驱，他的哲学思

想曾经影响了当今现象学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舍

勒。他的心理学研究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发展点，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在

海德格尔那里被继承和展开，他的伦理学研究通过舍勒而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另

外，他对欧陆的价值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以及英美当代的心智哲学都有重

要影响。《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是布伦塔诺最著名的作品，他的各方面思

想在其中都可找到端绪。 

 

张守奎：《以财产权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深圳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7 月

27 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以财产权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本文指出，

对私有财产及所有制的批判，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从其思想的成长过

程来看，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私

有财产权批判破除了资本主义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以及私有制永久存在的虚

假外观；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确立和巩固，也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财

产权及私有制提供科学的理论根基。由此，“财产权批判”不断向纵深层面推进

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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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奎：《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的语用学分析》 

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深圳大学）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 年第 1 辑发表论文，题目为《关于马克思与正

义关系之争的语用学分析》。本文指出，近年来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与正义的关

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尚未达成基本共识，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有待进一

步清理。通过回溯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伍德和胡萨米两派，

从语用学的视角看，他们的分歧主要根源于对“正义”以及“马克思与正义的关

系”理解视角上的差异。伍德一派基于实在论立场把马克思的“正义”理解为描

述性和附生性的概念，而胡萨米一派立足于规范论立场把它主要理解为规范性的

概念。由于“正义”的内涵是开放性和语境化的，而每一个特定的诠释者只是把

握了其内涵中的一些方面，因此，他们所能够给出的诠释或看法都存在着自身的

理论限度。这警示我们对理论要有自觉的划界意识，否则将会陷入理论上的独断

和唯我独大的局面。 

 

张守奎：《台湾地区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深圳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9 期

发表论文，题目为《台湾地区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本文指出，

台湾地区关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和研究，是值得大陆马克思主

义学术界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至今尚无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性梳理和研究。

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台湾

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本身就是对世界历史和岛内特定时代境况的反映。以 1987

年解严为界，台湾地区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先后经历了“异化论”

批判、出版自主的中译本并进行系统性的文本解读，以及在 21 世纪开始展开的

文本与现实解读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与台湾地区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接受，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密

切相关，也与岛内政治氛围和人们渴望自由的精神诉求及生存需要相关。 

 

王兴赛：《公民宗教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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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王兴赛博士在《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 22 辑）（许志伟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年 6 月）发表论文《公民宗教与民族共同体——黑格尔<

图宾根片段>政治哲学解读》。本文指出，在《图宾根片段》中，黑格尔延续了

在斯图加特时期的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并在新的社会情势和智识背景下努力阐发

一种现代公民宗教思想，即他所谓的民族宗教。黑格尔的公民宗教思想以古希腊

和古罗马的公民宗教为原型，并显然属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马基雅维利、霍布斯

和卢梭等人所构建的近代公民宗教谱系。黑格尔在理性基础和民族精神等方面对

此加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