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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几年来，关于人（自己）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
在这种氛围中，我也根据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理论观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究天人之际”
的思想和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从关系、活动、发展诸环节上对人作了一些考察，写出
了一些文章，曾先后在一些有关刊物上发表。
但这些考察是分散地进行的，显得缺少内在联系。
为了使这些考察显得较为系统化、体系化，现在我又将这些考察的成果按照关系、活动、发展的逻辑
重新汇集成这本小书。
书虽小，却反映了我对人的一种较为系统化的整体性理解。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人的存在中，关系、活动、发展不是三个各自孤立的环节，它们是相互
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展开的；而人的活动就是人处理自
己的人的关系的活动，因而也就是人的关系的展开或动态表现。
人的关系和活动的展开，必然改变人的存在状况和本性，因而使人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必然促
进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标志着人的关系和活动的展开所生成的人的积极存在的时空效应及由此派
生的人的现实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因此，关系、活动、发展虽然表现为三个环节，但在内容上又是互相纠缠、互相交错的。
　　总之，要考察人的关系，必然涉及人的活动；要考察人的活动，必然涉及人的关系；而考察人的
关系、活动，又必然涉及人的发展，因而要研究人的发展，也必然涉及人的关系和活动。
因此，要对现实的人作整体怀的具体的理解，就必须从关系、活动、发展等环节的内在联系上对人进
行考察。
《人：关系·活动·发展》就是关于这种考察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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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 第二章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关系 第三章人的社会文化存在是
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 第四章以人为本——人同人的世界和人同人自身的同一关系 第五章活动的
人和人的活动 第六章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 第七章人生理想价值——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涵
和意义 第八章人的活动和人类的进化发展方式 第九章人的普遍性及其发展 第十章知识的力量与人的
发展 第十一章理性仁心德行——人类共同发展的主体性因素 第十二章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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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同以上的天人合一观不同，首先是荀子明确强调要“明于天人之分”。
他认为“天”是自然，其运行变化有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常道”，因而天不能主宰和决定社会、
国家的治乱和人事的吉凶。
人不同于禽兽和其他自然物，是“有义”、“能群”的社会存在物，因而人能“胜物”，能“假于物
”，能“制天命而用之”。
他还强调“性伪之分”，认为人的自然天性并没有道德内容，是“恶”的；“合于善”、“归于治”
的人的道德属性和社会的礼仪规范、伦常秩序，都是后天人为（“伪”）的结果。
他认为天有其职、有其功（“天职”、“天功”），是人所“不为”的；但人亦有所为，是天所“不
能”的。
这样，苟子就从性质和功能上明确了“天人之分”。
后来，柳宗元也强调，天与人“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
刘禹锡提出：“天之能，人固不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天与人交相胜”。
王夫之更指出：“天道白天也，人道自人也”，反对“不假修为”而“任天”和“过持自然之说，欲
以合天”的主张。
他强调人要“知天之理”，“善动以化物”。
以上这些观点都进一步从性质和功能上明确了天人之分。
 从功能关系的角度来看，天人之分包含着主客之分。
当然，这不是说在天人之分中另有主客之分，而是指在人的活动范围内从动态的功能关系的意义上说
，天人之分具体表现为主客之分。
这种功能关系上的主客之分，是同人的本质特性和存在方式密切相关的。
人是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正是通过自
己的物质生产活动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才开始把自己同自然界的动物区分开来。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而人的活动，人的物质生产，都是对象性的活动，因为人本身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并且要参与自然界的生活，说明人在自身之外有自己的自然
界作为自己的对象。
对象是人表现自己的生命、表现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功能的对象。
如果没有自己的对象，人就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和功能，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当然也就不
能从事对象性活动；而非对象性的、不能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就是非存在物。
现实的人必然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也必然对象性地、客观地活动着。
马克思说：“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
客观地活动。
”因此，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的活动，必然是对象性的活动。
 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人作为主体同客体通过中介而相关联的动态结构。
主体和客体相关联，其前提是主体和客体相区分。
主体是发动和从事活动的人，客体是主体的活动所指向和施加作用而它也反作用于主体的对象。
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一种功能性的区分，只有在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构一功能关系中才有意义，不能
从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去谈主客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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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关系 活动 发展》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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