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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38篇已发表的文章和27篇未发表的文稿构成，是作者40多年哲学思索的一个小结。
书中具体收录了：《物质精神二象性概述》、《物本主义不是唯物主义》、《道德作用“软弱”的原
因与克服途径》、《恩格斯·自然哲学·新世纪》、《相对论：爱因斯坦的“自由发明”》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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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物质精神二象性的统一　　人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精神主体。
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
人的世界也具有物质精神二象性。
人的本质问题，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应增加第三方面：精神能否转化为物质。
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从人的角度表述的哲学基本问题。
应对物质与物作出界定。
人之初，性本物，即动物性。
对物的崇拜是物本主义，物本主义不是唯物主义。
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应同价值论的人本主义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世界观。
道德冲突的实质是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冲突。
物的功能迅速提高，人的道德却徘徊不前。
这是人类的智慧与道德的“精神分裂症”。
　　一、物质精神二象性概述　　（一）二象性提法的由来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
　　在宇宙万物中，唯有人既有血肉之躯，又有思想、观念。
恩格斯说世界有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
唯有人存在于这三大领域之中，并且是这三大领域的结合点。
唯有人能使物质转化为精神，精神转化为物质。
人的存在乃是宇宙的奇迹。
　　如何从哲学上概括人的这些本质特点？
我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应当是人的本质问题。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既然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是人的本质。
我们无法想象离开了哲学基本问题，我们能从哲学上把握人的本质。
　　那又应当如何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来概括人的本质呢？
我的看法是：人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精神主体，是物质与精神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结晶。
人有双重本质、双重生命、双重需要、双重力量、双重创造。
二者相互促进又不可相互取代，二者既协调又不协调，成为矛盾的双方。
单独从物质性或单独从精神性来理解人都是片面的。
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互补。
我把人的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称为物质与精神二象性。
　　“象”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象征、现象的意思。
《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管子·七法》：“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
”《易·系辞上》：“两仪生四象。
”“四象”指春夏秋冬四季，或指水、火、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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