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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题庄重，结构宏大，涉及范围广泛，举凡哲学、认识论、文明论、进化论的许多论题，在本书
中都有精辟的阐述和丰富的沦说，体现了作者的理论雄心和学术追求。
作为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作者提出了文化遗传的思想，借用生物学上的遗传理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
发展现象，这是一次大胆、独特而富有成果的学术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带给我们强
烈的思想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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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绍明
　　男，汉族，出生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仲恺村。
1964年7月毕业于海南中学。
1964年9月一1969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专业读书，然后留校一年待分配。
1970年7月分配到广西柳州市，劳动锻炼一年后在柳州市宣传部门工作。
1982年10月～1983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师进修班学习。
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研究生班读书，获哲学硕士学位。
1986年6月任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8年8月调海南省行政机关工作，先后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副处长、办公厅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秘书处处长，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海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巡视员。
2006年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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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第一章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第一节  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    一、实践活动是物质的、
感性的活动    二、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平台    三、主体自身也是客体    四、实践关系是主体和客体
的基本关系  第二节  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关系    一、主体在实践申能动地反映客体    二、主体的认识在
实践申检验    三、主体的认识在实践申发展  第三节  主体和客体的价值关系    一、客体属性满足主体
需要产生价值    二、主体和客体的价值关系在实践申发展    三、主体和客体的价值关系与认识关系  第
四节  主体和客体的情感关系    一、主体的情感体验和美丑    二、  自然美是主体情感体验的延伸    三、
主体和客体的情感关系与认识关系    四、主体和客体的情感关系与价值关系第二章    主体的认识能力
　第一节  从无机物反映到动物思维萌芽    一、无机物的反映    二、低等生物的反映    三、动物的映照
反映　第二节  主体认识能力的产生    一、动物活动向主体实践的转化    二、劳动的作用    三、语言的
作用    四、主体认识能力的物质载体  第三节  主体认识能力形成的意义    一、人类确立了在自然界中
的主体地位    二、主体活动成为自觉能动的实践    三、主体需要成为自觉的需要    四、主体情感再反
映成为美学丑学    五、知识成为文化遗传的主要内容第三章    主体的价值意识  第一节  主体的需要    一
、主体需要产生的最终根源    二、物质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    三、生物的自然需要  第二节  主体的价
值意识和价值观    一、主体价值意识的产生    二、群体主体的价值意识　　⋯⋯第四章　主体的情感
体验第五章　文化与文明第六章　文化与生产力第七章　主体的文化遗产第八章　认识能力遗传基因
第九章　价值意识遗传基因第十章　情感体验遗传基因第十一章　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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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主体和他所面对的客体之间最基本的是实践关系，即人类主体改造客体和客体被人类主体改
造的关系。
客体当然是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是包括人类主体在内的。
人类主体在把自然界当作客体的同时也把自己当作客体，人类主体在改造自然界客体的同时也改造自
身客体。
　　写在前面的话　　个体主体的价值意识随着自身需要的发展而发展。
从主体需要的发展及结构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个体主体价值意识最初主要是指向自身之外的客体对象
物，到了高级阶段，则主要是指向自身。
那时，个体主体的价值意识就和群体主体的价值意识从差异、对立、矛盾甚至对抗进到了一致、融合
。
　　第三章 主体的价值意识 、　　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的
创造物。
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统一的。
对文化认识的深化就是对人自身认识的深化。
　　第五章 文化与文明　　需要的满足能产生愉悅，而需要的被压抑则会产生焦虑、愤怒或恐惧等情
感。
需要被压抑而产生的情感带有相当的能量。
这些能量不能长期郁积在主体体内，它总要寻找渠道释放出去。
　　第十章 情感体验遗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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