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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教授赴我校讲解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继承与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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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教授赴我校讲解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

2023年4月26日下午，“云南农业大学红土地大讲堂”——耕读讲座——“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

继承与超越”在我校养正楼B区101教室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博士研

究生导师黄其洪教授，讲座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会协办，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邹粉仙老师主持，共六十余名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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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教授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内容、马克思如何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马克思如何超越了

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以及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第一，黄其洪教授极其生动地阐明了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指出思考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

走向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走向思想的具体，要从知性的环节、辩证的环节和思辨的确定性来把握

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丰富内涵，要坚持在对立中找到二者的统一，在对立方中确定自己，把握思辨的统一

性和确定性。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是内容自身展现的形式，它以绝对精神为唯一的讨论对象，解决的是超越

经验的问题，贯穿于自然演化的历史、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个体的精神发展史和民族精神的发展史之

中，是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和全体的自由性的统一，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黑格尔思辨辩证法赋予了人极高

的地位，绝对精神要想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必须通过人这一必要中介。

第二，黄其洪教授向师生们讲解到，马克思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对劳动的理解、“圆圈式”的发展

运动以及有机论等诸多方面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实现了不同程度上的继承。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继

承上，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统一的，从精神的角度理解历史，历史才有意义。马克思基于无神论的立场，从

物质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从物质生产活动的矛盾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去理解历史，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规

则与逻辑的规则是一致的，发展的顺序是有逻辑性的。在对于劳动的理解上，马克思承认了劳动的基础地

位，提出劳动是对象性的对象化活动，而劳动的对象化的一面就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在关于“圆圈

式”的发展运动上，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揭示以及对横向的运动模式的描述和分析是从黑格尔继承而来的，

尤其是资本论中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对资本、货币等内容的阐释完全借鉴了黑格尔的方法。最后，马克思

是在有机论的基础上去理解世界，他强调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也是从黑格尔的思想

中继承而来的。

第三，黄其洪教授指出，马克思在思考的出发点、国家观、自由人联合体等方面实现了对黑格尔的绝

对精神及其主导的法哲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继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黑格尔基于有

神论的立场，由理性来统治现实，以达到无限的循环，马克思基于无神论者的立场，推翻了黑格尔的绝对

精神，从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出发，达到有限的循环；其次，黑格尔所提出的物质生产纬度、感性原则等内

容只是精神实现自己的某一个环节，对于要如何上升到逻辑的阶段，黑格尔没有进行细致的说明，马克思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做了细致的说明，拿出了具体的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

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国家，马克思则提出，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自在自为性，揭示了国家出

现的必然性、结构及矛盾；最后，黑格尔的伦理有机体总是由绝对精神在引导，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

诉诸于个体的自愿选择和物质生产关系，按照历史的必然性走向共产主义，这对于黑格尔的思想来说又是

一个伟大的超越。

第四，黄其洪教授介绍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针对我院本科生和研究

生想要继续深造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寄语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习者要以尽可能广阔的理论视野去做尽可

能精深的学问，在做学问的时候务必注重细节，要有根据地的思想，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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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分享：

讲座结束后，黄其洪教授与师生展开积极互动，耐心细致地解答师生的提问，以高超的知识水准、深

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使在场师生领略到学术之魅力。本次学术讲座的成功举办为我校的思想政

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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