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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政治哲学的思考：以阶级意识为视角的探讨》为西方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由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装订，2014年3月第1版，201
4年3月第1次印刷，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经销。主要包括：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列宁
政治哲学的背景、总体性方法及对列宁政治哲学反思路径的差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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