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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全书共51.5万字，陈秉公著
，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追踪国内外人类学研究前沿20余年的理论结晶。
学术创新主要包含：（一）填补两项人的“知识空缺”：1.具体的“完整人”知识空缺；2.普遍的“类
群”知识空缺。
（二）提出七项“理论建构”：1.“主体人类学”概念及理论体系建构；2.中国人类学创新学科体系建
构——提出包含“主体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三个大分支学科在内的人类学创
新学科体系；3.人的特殊“生命本体”──“结构选择论”理论建构；4.“人格结构与选择”图型理论
；5.“类群结构与选择”图型理论；6.人的生存理性──类群价值“高势位”建构和“完全人格”建构
；7.“主体分析”方法。
同时，还提出和阐述了若干原创性概念和命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给陈秉公教授的信中说，本项成果“反映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相关领域的领先水平，体现着较高的学　　术荣誉，”“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
”
　　本书为人重新认识自己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提供了正确的
“人性前提”，为重构人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个人和家庭、组织、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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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秉公教授简介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核心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从2007年首届起连续三届被评选为“中国杰出社
会科学家”，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吉林省伦理学会会长，吉林大学“人类
文明与生存发展讲座”首席主讲教授。
吉林省高级专家。
兼任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等名誉院长，以及国内20余所高校客座教
授。

　　学术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原理、人类学原理、德育学原理。
出版专著21部，发表论文152篇。
三部书被审定为全国本科生或研究生通用教材，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其它省部级（政府奖）一、二等奖16项。

　　201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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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
第一编 导 论
第一章“主体人类学”概念与研究对象
第一节 人类学“学科对象及知识本体”偏移与危害
第二节 人类学的使命及重构人类学学科体系设想
第三节 “主体人类学”概念与研究对象
第四节 建立“主体人类学”的价值
第二章 “主体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与知识借鉴
第一节 “主体人类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主体人类学”的知识借鉴
第三章 “主体人类学”的逻辑结构与思维方式
第一节 “主体人类学”的逻辑结构
第二节 “主体人类学”的思维方式
第三节 “主体人类学”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主体人类学”的理论创新
第二编 人的生命本体
第四章 人的生命的规定性
第一节 人的“实践生命”
第二节 人的“现实生命”
第三节 人的“主体生命”
第四节 人的“二重生命”
第五章 人的“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一）
第一节 人的“生命本体理论”若干模式
第二节 “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概念
第三节 “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规定性
第六章 人的“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二）
第四节 “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内在关系
第五节 “结构与选择”生命本体的功能
第六节 对两种典型“生命本体论”的评析
第三编 人格结构与选择
第七章 人格结构
第一节 人格概念
第二节 人格结构理论的若干模式
第三节 人格的基本结构
第四节 人格结构的特性
第五节 人格结构的功能
第八章 人格需要力
第一节 人格需要力概念
第二节 人格需要力结构
第三节 人格需要力特性
第四节 人格需要力功能
第九章 人格判断力
第一节 人格判断力概念
第二节 人格判断力结构
第三节 人格判断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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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格判断力功能
第十章 人格行为选择
第一节 人格环境
第二节 人格行为选择
第十一章 人格结构形成历程与成因
第一节 人类人格结构形成历程
第二节 个体人格结构成长过程
第三节 人格的年龄阶段性特征
第四节 人格结构形成的原因
第四编 类群结构与选择
第十二章 类群概念
第一节 提出类群概念的依据
第二节 类群概念及内涵
第三节 类群的分类
第十三章 类群结构
第一节 类群结构理论的若干模式
第二节 类群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类群结构的特性
第四节 类群结构的功能
第十四章 类群主体力
第一节 类群主体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 主体领导力
第三节 主体普遍素质力
第四节 主体分层及认同情势力
第十五章 类群文化力
第一节 类群文化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 科技生产力
第三节 制度规则力
第四节 思想观念力
第十六章 类群行为选择
第一节 类群环境
第二节 类群行为选择
第五编 生存的逻辑
第十七章 类群价值系统
第一节 类群价值系统概念
第二节 类群价值系统的结构
第三节 类群价值系统的特性
第四节 类群价值系统的功能
第十八章 类群价值系统“高势位”建设
第一节 类群价值系统“高势位”概念
第二节 类群价值系统“高势位”建设的依据
第三节 类群价值系统“高势位”建设的目标
第四节 类群价值系统引领多元价值观的方式
第十九章 “完全人格”建构
第一节 研究人格理论与模式的价值
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人格多样化局面
第三节 中国传统儒家理想人格模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主体人类学原理>>

第四节 建国后中国人格模式的演变
第五节 新世纪的中国理想人格模式
第六节 “主体人类学”对教育理念的反思
主要创新概念及命题解释
主要参考文献
201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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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权威型”人格占主要倾向阶段（1966-1978），“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在这段时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唯一的任务
和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全国形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斗”的局面。
林彪、“四人帮”乘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造成了把
社会权威当作社会化身和神来顶礼膜拜的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青年由“协调型”人格演变成“权威型”人格。
所谓“权威型”人格就是崇拜权威、屈从权威，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权威，让他人屈从自己的人格类
型。
这种人格类型的典型特征是崇拜和屈从权威，蔑视个性；重视权威意志，轻视科学理性。
当时，处于狂热状态下的青年放弃了个性的独立性和科学的理性，只知盲目地追随和屈从权威，表现
出盲目、偏激和野蛮的权威人格行为。
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幻想着和尝试着成为这里那里的权威。
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也像其他权威人格一样是刻板生硬和残忍好斗的。
“文化大革命”为权威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权威型”人格是一种不健康人格。
其严重危害性有二：第一，失去人的主体性。
权威人格的最大特征是对权威的盲目祟拜和屈从，丧失自我意志，没有独立的人格。
他们没有主体意识和独立性，对权威唯命是从，泯灭了自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时，他们对权威执拗
的愚忠竟使权威本人也目瞪口呆，难置可否。
如果他们一旦当上了或大或小的权威，又会毫不留情地去泯灭他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第二，失去理性。
权威人格的行为准则不是科学的理性，而是权威的意志，行为具有极大的盲从性和随意性，因而经常
构成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和对他人的侵犯。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权威人格极易成为野心家、阴谋家的御用工具和牺牲品。
丧失理性，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般本质，其行为必然脱离正常人的轨道。
因此，“权威型”人格是一种不健康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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