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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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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言　　马克思认为，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性质相区别，主体性是人类独
有的特性；人是主体，自然（包括社会）是客体。
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意义在于它的属人和为人属性，一切非属人的或违反人性的存在，要么是与
人没有关系的存在，要么是人要去加以否定的存在。
从马克思的这一价值学说出发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活动和建设，它要求我们将总结和概括
的重心放在党的活动和建设是如何成就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发育和实现。
　　一、主体方法论　　（一）主体及主体性的基本含义　　人是主体，首先是因为人是自然界长期
进化的结果。
在人身的自然结构中具有普适一切环境的潜在可能的机体结构和功能，尤其是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感知
思维器官和运动效应器官，为把握外部世界、适应和改变外部世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
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
欲望及其满足是主体性的第一规定性。
如果说喜怒哀乐是人所呈现的主体性的形象神态，那么欲望的满足及其满足欲望的材料和手段的获取
，则构成主体性的现实内容，其中所获取的物质的、经济的材料和手段最具基础性，因为生命存在本
身是最大和最高的欲望所求，且人只有在首先满足自己生命存在和延续的要求之后才有可能从事其他
活动，并且活出欢乐和精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的首要含义指的就是人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及其获取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是人的主体性提高最为本质的确证。
进而，凡是有助于物质生产和生活进步的，必是宏扬主体性的；反之亦然。
进一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贯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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