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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推进，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新阶段，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本书通过系统地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关人的发展的思想理论，全面阐述了关于入是真
正发展的动物，人的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人的本质与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自由与发展，
以及个人、群体和类在发展上的相互关系等基础性理论问题。
同时，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当代中国社会人的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促进入的发展的条件和途
径。
面对经济全球化对人的发展的双重影响，展望人的发展未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的发展论>>

作者简介

徐春，女，1965年2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92年7月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并留校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人学理论、环
境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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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分工的出现有其自然基础和人类学基础，也有其社会历史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原始的自然分工促成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换），后者由于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是人力的巧妙运用，
并能满足人的多种需求），所以又由自然分工发展成为社会分工。
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发展和前人思想家的文献的考察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
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
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
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
”　　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最初的分工促使社会发展出不同的生产和管理部门，同时促使
奴隶得到相应的发展。
从被杀掉到能够保全生命，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的生存发展的第一步。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引起生产力的量的扩大而且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商业劳动和
工业劳动的分离。
同时每一种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
所以，这些劳动的使用方式就决定了这些分工的相互关系。
由于罗马的征服和农业的普及，封建制度开始发展。
即便是在封建制度繁荣的时代，分工也不发达。
分工的不发达，使得社会交往的范围还比较狭小，人虽然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还是要依附于
封建地主或贵族才能够生存下去。
因而根据这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地区就联合形成了封建王国。
这一时期，历史主要是民族或国家的历史。
从历史哲学上说，这时的分工包含着家庭内部、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利益同社会共同利益的矛盾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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