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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考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念，发现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作者认为，总体范畴在20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总体观念代表了一种与整个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的科
学的思维方式，在总体范畴的基础上将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科学范式。关于人类未来社
会的一切构想，也需要从对科学的总体范畴的理解出发，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结局不是根源于把总体范畴作为理论前提，而是由于在对总体范畴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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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后记
总体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另一种思维范式。在古代东西方的各个文明
古国中，都存在过丰富的属于这类思维范式的思想。20世纪科学思维重新发现了总体观
念，这表明总体观念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包含着20
世纪思想家们试图建构总体观念的努力。
我个人萌生探讨总体性问题的念头是极其偶然的，1985年7月的一天，我写下了三组数列
，让一位小学生比较其大小，它们分别是：
第一组数列：1、2、3、4、5、6、7、8、9⋯⋯
第二组数列：1、3、5、7、9、11、13、15、17⋯⋯
第三组数列：2、4、6、8、10、12、14、16、18⋯⋯
当这个问题列出之后，我自己却深深地被吸引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包含三个看似合
理的答案。答案1：偶数列大于奇数列并大于自然数列，因为偶数列的每一个数都比奇数
列中的相对应的数大，所以偶数列永远比奇数列大；同样，奇数列除第一个数与自然数
列的第一个相等外，每个数都大于自然数列中相对应的数，而且，当数列趋向无穷时，
奇数列中数与自然数列中相对应的数相比也趋向于无穷大，所以奇数列大于自然数列。
答案2：自然数列大于其他两个数列中的任意一个，或者说，自然数列是奇数列与偶数列
之和，因为，如果把一个无穷的自然数列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它包含着奇数列中的无
穷个奇数，同时也包含着偶数列中的无穷个偶数，奇数列和偶数列只能被看作是自然数
列中的两个对等的部分，整体是大于其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答案3：三个数列相等，三个
数列都是无穷数列，在无穷的意义上是无大小之分的。对于稍有数的概念的人来说，这
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我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时，会不会就不这么简
单，或者说会出现谬误受到合理论证所掩盖的情况呢?确实会出现，全部科学史和哲学史
都能够证明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上述三个答案是三种判断，推广到科学和哲学研究中
，这三种判断有可能发展成为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第一种判断的基础上可能
会发展起来一种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在第二种判断的基础上可能会发展起来一种理性的
思维方式，而在第三种判断的基础上则可以发展起来一种总体性(或者称超理性)的思维
方式。
我痴迷于第三种思维方式，在整整10年的时间中，总体性三个字常常困扰着我，开始时



我曾拟定了一个可能包括多卷大部头著作的写作计划，直到1995年6月彻底放弃这一研究
计划为止，我所思考的东西能够变成文字的主要是这篇论文，但其所含却未及我所思的
万分之一，作为一篇学位论文，论题的专门性也使我不可能就总体性这一主题作任意发
挥，这在我的一生中可能会是一件较大的憾事。后记 总体观念是一种不同于近代科学思
维方式的另一种思维范式。在古代东西方的各个文明古国中，都存在过丰富的属于这类
思维范式的思想。20世纪科学思维重新发现了总体观念，这表明总体观念是一种具有强
大生命力的科学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包含着20世纪思想家们试图建构总体观念的
努力。 我个人萌生探讨总体性问题的念头是极其偶然的，1985年7月的一天，我写下了
三组数列，让一位小学生比较其大小，它们分别是：
第一组数列：1、2、3、4、5、6、7、8、9⋯⋯
第二组数列：1、3、5、7、9、11、13、15、17⋯⋯
第三组数列：2、4、6、8、10、12、14、16、18⋯⋯ 当这个问题列出之后，我自己却深
深地被吸引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包含三个看似合理的答案。答案1：偶数列大于奇数
列并大于自然数列，因为偶数列的每一个数都比奇数列中的相对应的数大，所以偶数列
永远比奇数列大；同样，奇数列除第一个数与自然数列的第一个相等外，每个数都大于
自然数列中相对应的数，而且，当数列趋向无穷时，奇数列中数与自然数列中相对应的
数相比也趋向于无穷大，所以奇数列大于自然数列。答案2：自然数列大于其他两个数列
中的任意一个，或者说，自然数列是奇数列与偶数列之和，因为，如果把一个无穷的自
然数列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它包含着奇数列中的无穷个奇数，同时也包含着偶数列中
的无穷个偶数，奇数列和偶数列只能被看作是自然数列中的两个对等的部分，整体是大
于其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答案3：三个数列相等，三个数列都是无穷数列，在无穷的意义
上是无大小之分的。对于稍有数的概念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当我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时，会不会就不这么简单，或者说会出现谬误受到合理论
证所掩盖的情况呢?确实会出现，全部科学史和哲学史都能够证明这种情况。在我看来，
上述三个答案是三种判断，推广到科学和哲学研究中，这三种判断有可能发展成为三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第一种判断的基础上可能会发展起来一种直觉性的思维方式
，在第二种判断的基础上可能会发展起来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在第三种判断的基础
上则可以发展起来一种总体性(或者称超理性)的思维方式。 我痴迷于第三种思维方式，
在整整10年的时间中，总体性三个字常常困扰着我，开始时我曾拟定了一个可能包括多
卷大部头著作的写作计划，直到1995年6月彻底放弃这一研究计划为止，我所思考的东西
能够变成文字的主要是这篇论文，但其所含却未及我所思的万分之一，作为一篇学位论
文，论题的专门性也使我不可能就总体性这一主题作任意发挥，这在我的一生中可能会
是一件较大的憾事。 这篇论文包含着前辈和学长们的心血，特别是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
——陈先达教授和杨耕博士为之付出了大量劳动。刘烔忠教授一直关注着这篇论文的写
作，经常与我展开讨论，用他数十年研究《资本论》的心得证实我这位马克思主义小学
生的想法并不是一些突发奇想。这篇论文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令我万分欣
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艳辉同志担任这篇论文出版的责任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在
此一并感谢。 本来，论文出版之际是一个扩充、增容和进一步完善、提高的机会，但是
，由于我的工作重心已发生转移，无力再去查阅资料，重新加工。再则，我希望这篇论
文作为一份资料，留作纪念，也不愿再作修改。交付出版社的是我论文的初稿，这丝毫
没有怠慢读者之意，相反，我相信读者能够理解我，甚至会更愿意我这样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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