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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论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问
题的学术专著。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为背景，以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体表现样
态及其演变规律为重点，以有效促进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试图在科学
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论、个体主体论、社会主体论、实践主体论以及文化主体论的基础上
，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问题的精神实质、模式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充分调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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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浩斌（1976.8
-），男，汉族，湖南双峰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土生导师，主要从
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省、厅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7项，发表学术论
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科研成果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
项，厅级一等奖、二等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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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人的一般本质之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本质也有其不同的特点。
故而，我们“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这里的“变化的人的本性”与“本性难移”并不冲突，“变化”的只是人的本质的表现样态，与其说
人的本性的变化，还不如说人的本质本身包含了多个层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罢了
。
至于人的本质本身所蕴涵的所有层次绝对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丝毫的改变。
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本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本质表现样态，而且事实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外在表现样态往往通过文化、思想、意识以及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情况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就不仅内在地包括作为现实的个人或组织，也就是作为本体、本质存在的
人，同时也应该包括作为表现样态存在的人，如文化主体、思想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等。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文化主体、思想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尽管其外在表现样态离主体性的人较
远，但其本质上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在体现，深刻地体现着人的本质，本身就是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
体现或彰显。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实质上就是具体主体同其各种外在表现样态的有机统一。
　　2.科学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本质表现样态和主体的不同发展状态　　从历时态视角来考
察，我们可以依次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群体本质、个人本质不断展开的过程。
即“由于人是类、群体与个体三重形态的感性统一，因而人的本质就先在地同时包含着类本质、群体
本质与个体本质三种生存样态，而这三种样态的具体生成和侧重展现又是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
及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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