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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需要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本质论、规律论和价值论，《需要、欲望和自我——唯物论和辩证观的
需要理论》完成的是思想回顾和本质论。
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一致；以唯物主义研究需要的本质，即本质论；以辩证法研究需要的规律，即规
律论。

绪论介绍了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需要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概念，也是进化论、经济学、统一价值论
和环保主义的基本问题。

思想回顾介绍了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有关思想和理论，重点是《易经》对需要的定义、黑格尔
的需要体系。
理欲之辩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关注。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则从需要的规律和分类两个角度做了梳理。

本质论讨论人和需要的逻辑关系。
在叙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基础上，区别了需要的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界定了需要的概念，即生存和
发展的条件，也就是人的规律和人本身。
鉴于需要和欲望的混淆，从发展史、价值论和物质基础三个角度做了最严格的区分，阐明了需要的客
观性。
欲望作为需要的心理形式，有自身的规律和意义。
理性作为需要的主观形式，法作为理性对需要的规范，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
需要是主客体的统一，自由有赖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对需要全面性的理解。

从需要的角度来阐释人，体现了当代的人文精神。
对需要的概念排除了任何的心理学解释，则是科学精神的严格运用。
科学精神固然不是时代精神的全部，却是时代精神的基础。

《需要、欲望和自我——唯物论和辩证观的需要理论》由张檀琴、李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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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6.荀子对欲望的思考。
 首先，荀子认为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
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
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 （荀子·荣辱）人的欲望只能节制，不能消灭。
道德修养的目的也不是消灭欲望。
荀子说，“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
”（劝学） 欲望的规律是发展性。
荀子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
” （荣辱）欲望的规律还包括无限性。
荀子说，“夫人之情，目欲极色，耳欲极声，口欲极味，鼻欲极臭，心欲极佚。
——此五极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王霸） 其次，欲望是社会制度调节的对象。
荀子说，“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
”（礼论）欲望和生产的矛盾除了法律手段予以调节，还必须用道德和理性的力量调节，荀子说，“
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
”（修身） 最后，荀子探讨了欲和心即欲望和理性的关系。
荀子说，“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
” （正名）求，在这里是指自觉的行为。
全句是说，欲望是人的本能，但是人的行为直接受理性或意识的支配。
“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
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
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 （正名）意思是说，社会改造的对象是人的意识，而不是人的欲望。
荀子认为人的欲望纯粹限于自然属性，恐怕也是有失偏颇。
 三、末明及至清代的理欲之辩及其失误 1.朱熹的理欲之辩。
 首先，朱熹肯定人的客观需要。
朱熹的基本观点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①天理在这一命题中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指人的客观需要，或人的客观规律。
朱熹的学生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
”朱熹回答：“饮食者，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可见朱熹完全没有否定人的需要，而且予以至高无上的定位，认为饮食就是天理。
朱熹肯定了客观需要的必然性，认为“人生都是天理”。
②意思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和观念形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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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需要、欲望和自我:唯物论和辩证观的需要理论》从需要的角度来阐释人，体现了当代的人文精神。
对需要的概念排除了任何的心理学解释，则是科学精神的严格运用。
科学精神固然不是时代精神的全部，却是时代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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