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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体性是表征人在自己对象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范畴，其本质是人自下而上发展的权利
和责任所在。
所以，这个范畴必然是研究人“怎样生活”、“如何生活得更好”这些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理论维度
和视角。
　　人的个体主体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中，人由于全面的市场经济关系日益摆脱了传统社会人对人的依附关系，成为具有独立性
的“个体”。
个体的主体性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每个个人的独立、自主、自我实现及幸福等，也日
益成为社会进步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摆脱着人对人依附关系的现代社会中，却又免不了陷入“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的困境，常常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过于“物化”的问题。
在过于“物化”的背景下，人的个体主体性也难免出现片面化的倾向，使人陷人人生的无意义感、迷
茫、焦虑等生存困惑，甚至出现越是追求个体的独立性，就越是陷入个体生活困境的悖论情形。
由于主体性的困境的凸显，现代一些哲学思潮出现了“消解主体性”、“主体性日渐衰落”等否定主
体性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人的生活为背景，对现代社会个体主体性的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和深入研究，就
显得非常必要而且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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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个体生活主体性批判》以哲学的视角，从个体生活的实践本质出发，考察了以个人为
主体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方式的主体性特征、个体生活主体性的矛盾内涵以及现代社会个体化条件下的
个体生活主体性危机的现实表现，系统地分析了产生个体生活主体性危机的深层原因，探讨了个体走
出这种危机的途径和个体生活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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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个体：现代社会个人存在的基本形式　　个人的存在方式同社会生产关系中由个别劳动与
社会劳动的结合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每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个人存在的基本方式都是不同
的。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角度深入研究现代社会个体主体性问题，必须研
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个人存在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个人存在的主体特征、现代社
会个体生活的基本特征和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主体性特征。
　　第一节 个人存在方式的主体特征的历史与逻辑考察　　一、“人的依赖关系”下个人存在的主体
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群体社会。
商品经济形成之前的整个历史时代都属于这一社会形态，其中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
种基本形式。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群体社会对现代社会而言已经是过去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时期的个人存在
的主体状态的理论考察没有意义。
因为，历史总是现实的逻辑，我们总能够在历史中发现现实的逻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社会个体生活主体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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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