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观的价值维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发展观的价值维度>>

13位ISBN编号：9787801908490

10位ISBN编号：780190849X

出版时间：2005-12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何怀远

页数：322

字数：25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展观的价值维度>>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研究“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既超越“生产主义”，又超越“生产主义
批判”理论，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观的误解，科学定位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确立评价
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维一体的科学标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
经验和教训，从理论深层次论述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绪论部分追踪和梳理了“生产主义”概念的不同语境和义域，研究了“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
现状，将“生产主义批判”区分为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广义生产主义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三
个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批判和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狭义生产主义社会是“生产一消费型社会”，广义生产主义社会是“消费一生产型社会”，前者是生
产主导型社会，生产逻辑主导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后者是消费主导型社会，消费逻辑主导着社会的
运行和发展。
与此相适应，狭义生产主义批判，批判的是“生产一消费型社会”；广义生产主义批判，批判的是“
消费一生产型社会”。
生产主义批判还深入到生产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层面，批判了作为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生产主义观念
，以及使生产者成为生产主义者，从而支撑着物质生产无限扩张的一些基本观念。
　　第一章从分析中外学者在理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上存在的分歧人手，提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
物质生产观的三个方法。
方法I是关注和超越“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式表述”。
所谓“强势文本”，是指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确认和传播曾经发挥或正在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和强势
作用的著作。
所谓“文本强式表述”，就是作者以特别方式在整个文本中给予鲜明表达、集中概括和特别强调的理
论观点及其段落。
本书提出区分马克思著作的“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式表述”的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它，根据它来理
解和把握马克思力图表达的重要思想、理论和观点；同时提醒人们超越它，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表述
上，尤其不能由此断章取义，曲解马克思主义。
方法Ⅱ把马克思的文本区分为“公示文本”(自主公示文本)、“类公示文本”、“亚公示文本”和“
非公示文本”四类，根据意愿责任序列和写作时间序列，提出了理解马克思的文本置序。
方法Ⅲ是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与文本体系的系统解读，要求读者始终在马克思写作的根本目的统摄下
定位每一个文本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章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为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理论奠定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基础。
本书从马克思对生产的应然分析、实然分析、应然和实然的结合上，论证马克思超越生产主义的理论
逻辑。
本书强调，青年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区别“劳动”和“异化劳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产
”活动的“异化劳动”性质，这是他终生批判生产主义经济体制的“理想范式”。
当他在经济学层面上考察物质生产本身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以及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
的支配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正是在理想化“劳动”的应然性、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人的“异化劳动”的现实必然性的张
力中，寻找超越生产主义的理论理念和现实路径。
本章系统回答了绪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结论是：马克思是深入系统地批判生产主义社会的第
一位理论家。
　　第三章梳理了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马克思学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
学家、文化学家对生产主义自反性的揭露和批判。
生产主义以生产者物质利益为驱动的无限扩张性，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
使物质生产在快速发展中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摆脱生产主义体制运行危机的出路是世界贸易，学者们运用帝国主义范式、依附论范式和世界体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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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以世界贸易为先导，由经济殖民同时带来的政治殖民和文化殖民，从而导致
了生产主义在国际社会范围内的社会自反性。
当“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为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继续，生产主义通过文化符号不断操纵商
品的文化意义，使商品的物性价值受到文化赋予它的意义的规约，物的使用价值被不断颠覆和反复定
义，生产成了使用价值和财富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世界成了一个“朝生暮死的物世界”。
人的生产活动成了西西弗式的劳动苦役。
生产主义表现出极端的价值自反性。
自反性充分暴露了生产主义的局限性、不合理性和荒谬性。
　　第四章选择了支撑生产主义体制的三大意识形态观念，即自然观念、人性观念和发展观念，总结
了学者们对这三大观念在西方受到的生产主义污染和扭曲的批判。
“自然”概念与产业革命一起，经过科学的“祛魅”阶段，成了“生产性自然观”，现实的自然界被
商品殖民化。
“人性”概念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形成的是“我欲故我在”的人学传统，经过中世纪欲望和理性的极
度紧张阶段，开始文艺复兴的“放纵情欲”，形成了当代西方“我消费故我在”的商业文化气质。
当人被彻底自然化、本能化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又全面高喊“以人为本”，从而实现了“人性”观念
与生产主义体制的合谋。
“发展”观念通过赞美“成就”，鼓励“竞争”，把发展赞同于“经济增长”，并通过发展制造“文
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把文明和社会区分为“先进”与“落后”，支持了西方文化
和社会制度的霸权。
可以说，生产主义体制运行机制是煽情性管控，人在这种体制中得到的是“自虐的快感”和“满足的
缺憾”。
　　第五章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观，吸收和借鉴生产主义批判的理论成就，克服他们的偏失
，提出了全面超越“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批判”的价值评价新思路：建构物质生产的三维一体价
值论，即实现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这一三维价值体系的内部关系是互支、互制、等值关系。
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它的实践模式的具体体现。
建立在这一价值评价体系上的发展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义上的“睦邻、富邻、安邻
”的人类情怀。
最终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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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展观的价值维度》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通过研究“生产主义”和“生
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既超越“生产主义”，又超越“生产主义批判”理论，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
物质生产观的误解，科学定位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确立评价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三维一体的科学标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深层次论述了
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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