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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的主体性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的重要主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
针对西方学者对现代性和主体性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对&ldquo;还有没有、还要不要主体
性&rdquo;的困惑，本书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观点鲜明的回答。
全书除&ldquo;导言&rdquo;和&ldquo;结语&rdquo;外，共十章。
前五章，首先提出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分析了主体性的矛盾内涵，论述了人生的阶段和个人主体性的
演化，然后讨论了群体主体性、人类主体性，以及个人、群体和人类主体性的一致性。
后五章，由人的认识的主体性开始，论及对象化中的主体性，强调生产、建设和创造的主体性，而后
分析了当代主体性困境的实质，进而探讨了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以及信息与网络时代人的主体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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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湛，1945年生，黑龙江海伦人，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
代世界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
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认识论、历史观和文化观。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主编之一，1990)、《人活动的效率》(1990)、《思维世界导论
——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1992)、《哲学与社会》(2000)、《哲学素质培养》(主编
，200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2008)、《社会公共性研究》(主编，2009)、《
面向实践的反思》(2010)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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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无法消解的主体性第一章　主体与主体性 一、主体与客体 （一）主体：从物质到人 （二）广义
与狭义主客体 （三）活动的主体与客体 （四）活动主客体的中介 二、作为主体的人 （一）人之主体
地位的确立 （二）主体的素质和能力 （三）人的决定性作用 三、人的主体性 （一）人的主体性概念 
（二）主体论中的分野 （三）主体性：人的生命的自觉 （四）群体对人的主体性的塑造第二章　主
体性的矛盾内涵 一、自发性与自觉性 （一）从自发到自觉 　（二）自觉性的诸层含义　二、为我性
与我为性 　（一）从为我到我为 　（二）为我与我为的统一　三、受动性与能动性 　（一）从受动
到能动 　（二）能动性的具体表现第三章　个人主体性的演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人生的阶段 （
二）心理、生理与主体性演化 二、初级期个人主体性 （一）阶段一，自在的主体性 （二）阶段二，
自然的主体性 （三）阶段三，自知的主体性 （四）阶段四，自我的主体性 三、转折期个人主体性 （
一）阶段五，自失的主体性 四、高级期个人主体性 （一）阶段六，自觉的主体性 （二）阶段七，自
强的主体性 （三）阶段八，自为的主体性 （四）阶段九，自由的主体性 五、后期主体性退行演化第
四章　群体主体性 一、人群、社群和群体 （一）&ldquo;能群&rdquo;的人类 （二）人群共同体 （三
）社会群体　&hellip;&hellip;第五章　人类主体性第六章　认识的主体性第七章　对象化中的主体性第
八章　当代的主体性困境第九章　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第十章　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主体性结语　主
体性：夕晖还是朝霞参考书目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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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为活动的个人主体或组成群体及人类主体的现实的人，是蕴涵着丰富的规定性的有个性的
存在。
这不是抽象的仅仅表示人的共性或整体存在的人，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现实的人的素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等，是使人成为主体的基本条件，也是造成不同主体差异性的
重要原因。
人的素质是形成其主体能力的自然物质前提，既包括生理的方面，也包括以生理素质为基础的心理的
方面，即心理素质。
人自身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调节和控制。
人的神经系统在强度、灵活和平衡等方面的特性，被一些心理学家称为“天赋的特性”。
这些特性之中包含着遗传的成分，也可能是胎内发育或成长初期发展条件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人的素质仅仅理解为先天素质，即在“人之初”时就已完全定型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那
么，它就与后天人的自觉活动无关。
但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并不限于先天素质，它应当包括后天获得的发展，是人的能力的生理的和心理
的整个基础。
这种素质的某些方面尽管可能在人生的早期已基本确定下来，在以后的发育和成长中，通过教育和训
练也不可能不发生任何变化。
人虽然不可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先天素质，却有可能在先天素质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上做出自己的某种
选择，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示出与先前有所不同的素质状态。
可见，不仅人的素质制约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改变人的素质。
正因为如此，提高活动主体的素质才可以成为人们自觉努力的目标。
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能力，是在一定的素质的基础上，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通过学习和训练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人的活动的多样性要求人多样性的活动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多样性反过来又强化了人的活动的多样性
。
对于人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分类，如体力和智力、模仿力和创造力、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等
等。
如果以传统所看重的“真、善、美”为尺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求真的活动和能力、向善的活动和能力
以及审美的活动和能力。
如果从“知、情、意”诸方面考虑，也可以分为认知的活动和能力、情感的活动和能力以及意志的活
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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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修订版)》：近代以来始终长盛不衰的哲学主题，人之为人赖以安身
立命的本真意义，生而自由反受枷锁束缚的主体困境，看似黄昏实则朝霞初起的东方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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