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3158188

10位ISBN编号：7303158189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杨耕、 袁贵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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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以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
发展为基础，对“自然历史过程论”、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反映论等已经成为“常识”的基本观点进行
新的阐述；对实践是人的生存本体、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过去被忽视、“遗忘”
的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对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从后思索”、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等一
些马克思有所论述、但末充分展开，同时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进行充分展开和详尽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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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
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
士、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唯
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
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
等著作10部；先后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国家级教材6部；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
家级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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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 一、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范畴 二、历史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建构的理论前提 四、历史本体论与历史
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双重职能 第二章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 一、社会与自然的相互渗透
及其中介 二、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人对自然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四、否定性的辩证
法 五、实践：人类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本体 第三章社会的个人与个人的社会 一、“有生命的个人”与
“现实的个人” 二、实践：人的存在方式 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四、“社会生产人”与“
人生产社会” 第四章社会的本质、结构和有机体的特征 一、实践：社会生活的本质 二、社会结构：
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和交往活动的制度化 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 四、社会有机体
及其特征 第五章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
程“相似” 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 三、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与具体民族
历史的进程 四、社会历史过程与自然历史过程的区别 第六章历史规律的形成与特征 一、历史规律的
实践性、总体性和重复性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三、社会幸义代替咨本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 四、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五、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六、人文关怀的
取向与历史尺度的坚守 第七章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二、意识是被意识到的存
在 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四、重演：意识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的本质关系 五、对象意识与自我
意识 ⋯⋯ 第八章实践反思与“从后思索” 第九章科学抽象与思维建构 第十章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附
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问题、观点与思路 人名与术语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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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
都不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都不理解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
结果，唯物主义哲学与人的能动的方面失之交臂，唯心主义哲学则“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
。
 旧哲学之所以不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没有正确解决实践的本质问题，除了旧唯物主义与唯
心主义各自的主观原因以外，还有客观原因，即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矛盾的特征：
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受人的理性、意志的支配，体现了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另一方
面，实践又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人，通过工具等物质手段同物质世界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过程。
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实践的这种内在矛盾，是造成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争执不下的认
识论根源。
 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实践的首要形式和根本内容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理解的
实践是同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过程，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要互换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又制约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物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生产者的头脑中以观念
的形式存在着，这个目的是生产者“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
这是一个“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这就是说，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
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之间转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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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以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和严密的逻辑，建构了一个历史本体论、历史
认识论和历史方法沦三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脱体系，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新成果，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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