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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枬森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开创者，著名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中国化和哲学理论创新等方面，其开创性工作为马克
思主义思想宝库增添了鲜活而重要的一页。
为了全面系统地展示黄枬森先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满足哲学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便捷阅读之需，本
书编委会全面梳理、编辑出版了《黄枬森文集》。

第五卷，主要收录作者自1983年至2011年以来有关人学方面的重要文章50多篇，近50万字。

　　本文集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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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枬森先生出生于1921年11月29日，四川省富顺县人。
1942年进入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3年转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抗战胜利各校复校
后，于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进入哲学系作研究生。
195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1981年～1987年任北京大学哲
学系主任，1981年始任博士生导师。
1981年～1996年任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83年～2000年任国家社
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1990年起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主编、编委会主任、顾问，1991年起任北京大学人学研
究中心主任，1998年起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2011年起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
主任。
先生还历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马克思
恩格斯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顾问，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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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化自然”
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能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吗
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和批判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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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权理论的若干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现代西方人学的比较
人学与哲学
人学：作为整体的人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
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
人的发展规律
关于人学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论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世界人权宣言》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局限
我国人学兴起的深刻动因及意义
论对内人权教育与对外人权斗争的关系
西方哲学史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
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以人为本”思想
西方哲学家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现时代与人学
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
人类中心主义在不同领域中的是与非
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与“人权人宪”
素质教育是促进入的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
“以人为本”原则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
正确认识和对待全球化，促进入的全面发展
关于以人为本的若干理论问题
正确看待以人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人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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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原则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人与人类社会
论“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和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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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两条思路应该结合起来。
我们要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立。
科学的建立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要把现代科学提供的具体材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另一方面对具体材料进行概括、总结、抽象，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规律和原理。
这个工作不是绝对不能做的，应该尝试一下。
国内已有些同志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专著，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袁贵仁写了一本书叫《人的哲学》，这种
努力是很可贵的。
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工作。
首先，建立一个科学体系不容易；其次，建立了体系，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就更困难，特别是内容
复杂、抽象性高的科学更是如此。
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在我们看来已经具备科举形态，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国
际上的普遍承认。
原因何在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体系还不太成熟，根据不够充分，论证不够严密，教条主义倾向比较严重，但是也不
能否认，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使它难于得到承认。
对于人学，我想也是这样。
现在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科学的人学体系，即便建立起来了，由于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它也难于得到普遍承认。
把人学作为科学体系来建设，我认为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有明确的对象。
如果没有明确的对象，使其成为科学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来自这个对象的客观内容，就是有关于这个对象的观点、认识、思想，而这些内容都是正确
的、客观的。
有了明确的对象，不等于就有了正确的思想；即使有了正确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是零散的、不系统
的，也不行。
再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才是科学。
只要是科学，终究会得到普遍的承认。
　　我赞成前面的第三种观点：人学就是对人的综合研究。
如果大家承认人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就没有理由把它和哲学等同起来，把它和一般社会学等同起
来。
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对象是整个世界；一般社会学的对象是整个社会。
这几个对象是不能等同的。
如果这样理解，马克思就有很多人学思想，而没有人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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