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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小平同志并报黄书元同志：　　送上我今年新编撰的《征途——薛德震哲学书信集》一书的稿
本，请批评指正。
　　这本书，以我同黄楠森教授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争鸣为主线，把30年来我同他的争论串连
起来。
黄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国在“左”的影响下形成的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
传统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并撰写有关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文章，黄教授就是主要的辩论对象。
1983年，周扬同志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自我批评、自我扬弃了“文革”前自己所持的有
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错误观点，但却遭到了黄楠森教授等一批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的批判。
胡乔木以自己署名的，但是存在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缺陷的长文支持了黄对周扬的批判。
“文革”后的这一著名学案，当时就遭到党内外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后来只得草草收场。
　　党的十六大以后的新一届党中央，总结和汲取了国际国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在指导发展问题上作出了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的理论创新，制定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这是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接着，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
这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是作为执政党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真正摒弃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思维方式，具有划时代的实践的和历史的意义。
但是，党中央的这种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却遭到了黄楠森教授的持续多年的质疑。
黄教授在2004年3月1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的文章。
这篇文章，表面上看并没有直接反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骨子里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却
是充满了质疑的。
这篇文章，不讲逻辑，思想混乱，自相矛盾，表面上说了赞成“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散布对以人为
本科学发展观的无穷的疑虑。
我在同年5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兼与黄楠森教授商榷》，原来是
要指名道姓与黄教授争鸣的，但当时报社的编辑同志有顾虑，就隐去了姓名，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摘
要，题目也改为《提“以人为本”会导致“以我为本”吗——兼谈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
。
我的这篇文章的未经删改的全文编入了我的《人的哲学论说》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4年8
月正式出版面市。
我的这本《哲学书信集》就是以这篇指名道姓与黄教授商榷的文章作为首篇。
黄教授后来又写了多篇文章，仍然坚持已被实践检验扬弃了的错误观点，对中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的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不断地提出种种质疑，所以我又写了一批论文，对黄教授以及同他持有相同
、相近观点的人们的质疑，作出了我的回应。
我后来写的同胡乔木、卢之超同志商榷的文章，都是同黄教授争论的延伸和继续，因为黄教授多次将
胡乔木的那篇长文拿出来作为自己提出种种质疑的理论根据，所以，对乔木同志的那篇逻辑上自相矛
盾的长文不作出辨析和澄清，黄教授还会拿它来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
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我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40论》一书之中，而这本《哲学书信集》第一单元的
几十封同专家学者们的通信则记述了这些文章写作的背景、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之所在，如实地记录了
这种争鸣的真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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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是一条波涛滚滚奔腾不息的长河，哲学是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学问追求真、善、美、爱的和
谐统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目前还是处于强调呼唤增强主题性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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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德震，1932年2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
　　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
　　1947-1954年在华中新华书店、苏南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
。
　　1954年8月-1956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毕业。
　　1960年8月-1962年8月，按中越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议，担任越南外文出版社中文专家。
　　1956年8月-1960年8月、1962年8月-1999年8月在人民出版社历任编辑、哲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
、社长兼总编辑、总编辑、编审。
　　著作有《社会与人》（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人的哲学论说》（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为他人作嫁衣裳》（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人的哲学
论纲》（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与杨瑾合作主编《中国园林之旅》（10卷本，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20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40
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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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序 致张小平、黄书元的一封信代序一 张世英教授的一封来信代序二 陈晏清教授的一封来信前言
通信与交流致黄楠森一、2004-年5月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兼与黄楠森教授商榷二、2009年3
月8日呼吁进行正常的学术争鸣三、2009年4月3日与黄教授争鸣的12篇文章篇目致李乔、伍义林2004
年5月24日与黄楠森商榷一文的写作意图致李景瑞一、2004年5月27日《“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证
明》一文的针对性，驳“以人为本”是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之说二、2004年10月1日《关于“以人为本
”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的写作意图，对某些不和谐之音不能听之任之致顾伯平2004年7月28日感谢顾
伯平对《证明》一文的评论附顾伯平7月18日来信：对《“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证明》一文的评论
：观点明确、逻辑严密、阐述有力、令人信服致季桂保2004年8月8日《对两个和谐发展的哲学思考》
一文的写作背景致张江明2004年8月22日《“以人为本”与动力开发》的写作意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深度开发的辩证关系致王晨2004年10月14日对黄楠森在《人民日
报》9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三点不同意见致段若非一、2004年10月30日应约撰写了《“以人为本”
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二、2007年3月7日《评价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两种尺度》一文的结构及其现实
意义三、2007年3月23日《保护物权就是保护全体公民权益的物质基础》的写作意图，回应某些人对《
物权法》的质疑四、2007年9月22日《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文发掘
了毛泽东《实践论》中凸显人的主体性、实践性思想并由此展开论说五、2008年6月14日抗震救灾期间
所写有关“以人为本”三篇短文的针对性和新意之所在六、2008年10月22日《党的执政地位与思维方
式的变革》一文的写作意图和现实意义七、2009年7月6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一
文的针对性与刘杲的交谈一、2004年11月3日刘呆关于《人的哲学论纲》的选题策划二、2005年2月3日
刘杲对《人的哲学论纲》几篇初稿的意见致白占群2004年12月28日《劳动异化论是唯心史观吗》的写
作背景，驳黄楠森教授9月3日一篇文章中的观点致黄书元2005年4月28日征求对《人的哲学论纲》稿本
的意见致伍义林2005年12月20日《马克思论劳动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的写作背景，从经济学的角度
驳对“以人为本”的质疑致郑必坚2005年12月22日逻辑不仅具有力量，而且是一种美，从中可以获得
美的享受致冯玉珍一、2005年12月22日理论上、学术上的事情，得要凭真理办事附1 冯玉珍2005年11
月11日来信：对《为他人作嫁衣裳》、《人的哲学论说》的评论附2冯玉珍2006年10月28日来信：对《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的评论二、2007年1月3日无产阶级立场与全人类立场的一致性与差别性
，要牢牢树立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附冯玉珍2006年12月29日来信：对薛著四本书的评论致
唐沅一、2005年12月赠书并请批评指正附1 唐沅2006年1月27日来信：对《人的哲学论纲》的评论附2 唐
沅2006年11月8日来信：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的评论二、2009年3月18日追求人类世世代代
向往的价值理想和心灵境界，走自己的路一：致黄书元、张小平2006年3月12日征求对《以人为本构建
和谐社会20论》稿本的意见致俞可平一、2006年4月6日征求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稿本的
意见二、2006年4月12日《“以人为本”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科学化的理论》一文的现实意义致周凡
一、2006年6月1日感谢周凡对《人的哲学论纲》的评论。
“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终于不能长久二、2006年11月28日介绍人学研究的心路历程，研究人的哲学
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时代的和实践的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三、2007年12月12日《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
形态和理论形态》的写作背景，对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之我的见解四、2009年2月11日《论“物
我一体”哲学》的写作意图，时代和实践呼唤着哲学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致刘放桐2006年10月赠书
并请批评指正附 刘放桐2006年11月28日来信：对薛著两本书的评论致刘国胜2007年5月24日对刘国胜在
大型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中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取得成绩的祝贺致孙小礼、龚克2007年8月18日征求
对《好人龚育之》一文的意见致程中原2007年9月9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商榷一、关
于人道主义问题二、关于异化问题三、结束语致杜导正一、2007年9月11日致程中原的一封公开信的写
作背景⋯⋯回忆、记叙与争鸣自序与后记附录 序言与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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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人”，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其实，“人”作为客观存在物，任何时候都是具体的、现实的。
所以有“抽象”与“具体”之分，是指人们对“人”的认识、在思维中对“人”的反映和把握，有“
抽象”与“具体”之分。
马、恩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抽象的基础之上的，是把握了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具
体的属性的，而黑格尔、费尔巴哈，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则是建立在非
科学的抽象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地反映人的真正的属性。
黑格尔对人进行了颠倒的把握和反映，把人只当作意识的、思想的存在物，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费尔
巴哈对人进行了非科学的、不真实的把握和反映，他舍弃了人身上生动的、丰富的、在历史中不断发
展的本质，特别是人的社会性，只把人当作感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来看待。
他的方法是撇开历史的进程，在那里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人，“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
的个体”，并且仅仅把人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特性抽象出来作为这个孤立的人类个体的
本质规定，所以马克思说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
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人的本质则进行了真实的、科学的抽象和反映，把握了现实的人的存在
、活动和实践，所以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中所说：“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
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③也正如列宁所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
⋯⋯真理，而是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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