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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开始转向着重研究人学。
人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人们进行自我认识所形成的一门具体学科。
人学是研究人类自我所形成的哲学层次的认识成果。
这种认识是人们对于人类自我所形成的带有根本性、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
其根本性在于，它所研究和揭示的是人何以为人，而区别于他物。
其整体性在于，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整体，所揭示的是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结构、本质、特性、功能
，而区别于人体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只是对人分别进行个别部分、方面的研究。
其综合性在于，它要运用许多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来对人加以研究（因为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有物质属性又有精神属性）。
人学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之认识成果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物质世界中的
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类具有特殊性的物质形态。
人类是物质世界中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物质形态。
有着实践能力的人类，不仅必须深刻认识外部世界，而且应当深刻认识人自己。
由此，人们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效地发挥能动作用。
从事任何职业的人们，都有此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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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开始转向着重研究人学。
《马克思主义人学概论》作者试图比较系统地、逐步递进地探讨和论述人学的各方面问题，并阐明我
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什么必须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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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孝哲，1946年生，安徽萧县人，196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现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安徽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人学、伦理学和公共关系学的教学和研究。
已出版独撰和合作著作十几部，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代表性论著有：《哲学原理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科学人生观概论》（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改革的大思路》（红旗出版社，1993年），《公关示范》（复旦大
学出版社，1993年），《论真理发展的动力、进程和条件》（《天府新论》1994年第6期），《试论社
会制度及其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试论社会关
系文明》（《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论人的需要及其社会作用》（《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论人类社会中的行为规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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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第一节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一、自然界物质长期发展产生人类二、人类
起源的时间和演化历程三、古猿转变为人类的内在根据、外在条件和决定性因素第二节 人类改造和利
用自然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动性二、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受动性三、追
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第二章 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第一节 人类的存在方式一、人类存在的
特点二、实践是人类独特的活动方式三、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性、对象性和中介性活动第二节 人类
的生命活动一、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内容二、人类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和历史性第三章 人类的相互交往
和社会关系第一节 人类的相互交往一、人类相互交往的必要性二、交往的特点和形式三、交往对于社
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四、人类交往活动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全球化第二节 人类的社会关系一、
人们相互交往结成人类社会二、人们交往的多样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历史性第四章 人性和人的本
质第一节 人性一、人性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系统二、人性的共性和个性第二节 人的本质一、人的
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二、人的具体本质形成的内在机制第五章 人的需要和利益第一节 人的
需要一、人的需要及其特点二、人的需要的类型和层次三、人的需要的社会作用第二节 人的利益一、
人的利益的本质二、人的利益的种类三、妥善解决人们的利益矛盾第六章 人的素质第一节 人的素质
的特征和结构一、人的素质的特征二、人的素质的结构第二节 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一、人的素质的动态
发展二、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途径第七章 人的价值第一节 人的价值的本质一、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二
、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三、人在社会价值关系中几种价值的相互关系第二节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一、
人生的价值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第八章 人的权利第一节 人权的实质和基本内容一、人权根源
于人的本性二、人权是历史的产物三、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四、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第二节 人权的基
本形态和基本原则一、人权的基本形态二、人权的基本原则三、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第三节 维
护和发展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人权一、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二、人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努力
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人权和世界人民的人权第九章 人的信仰和理想第一节 人的信仰一、信仰的特
点和结构二、信仰的类型和功能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节 人的理想一、理想的含义和特征二、
理想的类型和功能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第十章 人的历史作用第一节 现实的人是历史主体一、
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二、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历史过程的客观性第二节 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历史作
用一、在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上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的对立二、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三、杰
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及社会制约性第十一章 人在社会中的不断发展及其规律第一节 人在社会中的不断
发展一、人的不断发展二、人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条件第二节 人不断发展的规律一、人的本质受社会关
系所决定的规律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三、人的社会存在与人的意识相互作用的规律四、人的
社会素质与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的规律五、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规律第十二章 以人为本，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节 人是人类社会之本一、历史上关于人类社会之本的几种观点二、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是人类社会之本观点的基本内容第二节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以人为本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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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类进化的最近一个形态，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
智人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如德国的尼安德特人、中国广东的马坝人以及山西的丁村人等，生活在距今25万～5万年前，
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
这个时期的智人还带有一些原始性状，如眉脊仍比较粗壮，并且头盖骨向后倾斜，颔骨向前突出。
但是，他们制造的工具比直立人制造的工具更为先进，除石器外还有骨器。
从生活遗迹来看，他们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会人工取火。
他们已穿兽皮，开始有埋葬死者的风俗，已从族内婚转变为族外婚，即一氏族的成年男子集体与另一
氏族的成年女子结婚。
当时的社会形态已进入早期母系氏族社会。
晚期智人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中国的山顶洞人等，生活于距今5万～1万年前。
这个时期的智人与现代人十分接近。
例如，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山顶洞人，不仅脑颅增大，下颏明显，而且还具有黄种人的一些特
征。
他们的脑容量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的大小（平均为1360毫升），这标志着他们的智力发展到了更高的水
平。
晚期智人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加多样化和专门化，不仅能制造精细的石器和骨器，而且还会制造长矛用
以狩猎、捕鱼。
这个时期石器的特征，是用窄长的石叶制作的工具占了很大的比例。
石叶可用来制作各种工具和武器，如石刀、雕刻器、刮削器等。
另外，骨器也有很大发展，用骨制作的工具有矛、鱼叉、鱼钩和有眼的骨针等。
这个时期的人类以狩猎为主。
他们会利用地形和设置陷阱来捕捉大的野兽。
此外，他们还会摩擦生火，用大兽皮等修建简单的房屋，用骨针缝制衣物。
他们还创造出了原始的艺术，主要有雕像和洞穴壁画。
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常常能够发现绘画、雕刻和装饰品，绘画的内容多与狩猎活动有关。
埋葬死者的习俗更隆重，为死者穿着衣服，佩戴装饰品。
在这个时期，不同的人种已经开始分化和形成，并逐渐分布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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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学的人学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正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一样。
紧随着并适应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也应该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曾一度进展缓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遇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才显露蓬勃生机，
并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许多学者积极探索，各抒己见，笔者也发表了不少论文。
然而，对于人学概论这种书籍来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设计其理论框架？
如何阐述其观点和原理？
本书所设计的章节安排也许不尽完善，提出的诸多观点、见解也许不甚精当，然而，笔者愿意与学界
同仁共同努力，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是朱士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2006年度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所作出的一点贡献。
本书的出版得到该项目经费的资助。
本人在此向朱士群教授表示感谢！
本人在研究人学的过程中，阅读和学习了一些学者的有关论著，获益甚多，但难以一一述及。
在此，本人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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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人学概论》由教育部2006年度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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