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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的是郭湛30年来发表的62篇论文，分为“实践与批判”、“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性”
、“公共性思考”、“认识与效率”、“文化观探讨”、“哲学的反思”七个专题。
这些论文连贯地展现了作者30年来思考和研究的轨迹。
文集最后附有作者1977～2009年著述要目，提供了该论文集选编的资科背景。
刚刚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经曲折而又凯歌行进的年代。
激动人心的历史创造实践，是哲学这种理论思维不断涌流的现实源泉。
这个时代理论和实践相互砥砺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社会作用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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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湛，1945年生，哲学博士，2003—2009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辩证
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历史观和文化观。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编之一）、《人活动的效率》、《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
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哲学与社会》、《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哲学
素质培养》（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十几篇被《新华文摘》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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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实践与批判
试谈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
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
解放·探索·实践
确定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与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
实践的权利和实践批判的权利
论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
第二编 社会的发展
论社会生活中的契约关系
社会系统中的被动效应和主动效应
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与品格
反思物质需求：无限还是有限
构建和谐的社会有机体
解决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几点思考
从社会利益机制看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动力机制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方向引导机制
论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互动
社会运行机制的特点及优化途径
第三编 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的进程
论建设和创造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创造力的激发和引导
创造：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
无法消解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的生命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
人才的培养、使用与人的全面发展
论个人、群体和人类的主体性
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第四编 公共性思考
公共领域的哲学：新的生长点
哲学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
公共性论纲
哲学视域中的公共性及其当代诠释
公共利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
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
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
第五编 认识与效率
人的认识的主体性
认识的基础、对象及与实践的关系
思维操作及其偏差的校正
依是行事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活动的展开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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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活动与效率
认识的效率意义与有效率的认识
认识的进步与效率
第六编 文化观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从社会价值取向看21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
从涡流到势流：走向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尊重感觉：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
转向大文化观
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
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
名牌的生成：一种特殊文化的创造
文化的相对性与文化相对主义
关于文化与非文化的断想
第七编 哲学的反思
现代化潮流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略论哲学基本关系
理性的哲学与哲学的理性
哲学研究中的假说方法
反思“热点”现象
哲学的分化与综合
哲学的凝结与消解
哲学的本性与前途
哲学与社会文化理想
新中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附录：郭湛著述要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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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具体的实践效能即实践能力由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的转化程度，会随条件的变化而表现为波动
的曲线。
“效能”是一个表示事物运动状态的概念。
例如某一机械在工作时其能力的发挥程度，即为该机械的实际效能。
自然界各种形式的物质运动，在其现实性上各自表现为一定的效能。
在社会生活领域，效能问题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有人类社会起，人们始终关注自己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发挥，追求较高的实践效能。
在历史上，战争问题时常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紧迫问题，因而实践效能的特殊表现即战争能力的发
挥程度问题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并首先得到发展。
利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和自然、社会、心理等条件，采取合理的组织和行动，谋求战争的最佳结果，是
军事理论的核心。
军事史上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其成功都在于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战斗力，尽可能地限制
对方战斗力的发挥，使这种军事实践达到较高的效能。
但是，军事力量作为有组织的暴力并非社会发展的基础。
暴力的胜利以武器的生产为前提，而武器的生产又以整个生产为前提。
社会生产力才是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因此生产效能便成为全部实践效能的基础。
物质的运动形式呈现出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社会运动的由低级向高级的
多个层次。
随着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运动效能有某种特化和综合的趋势，特化效能和综合效能有所提
高，而其他效能则有所降低，在整体的进化中包含着部分的退化。
生物的综合效能和特化效能高于其他自然物，但在某些方面的效能又低于其他自然物。
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个体，在某些特化功能方面具有个体的人无法比拟的高效能。
然而人的长处在于手和脑，这两个重要器官的特化效能以及人的综合效能则使所有其他生物望尘莫及
。
进一步说，人的长处主要还不在于单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而在于社会的组织，在于社会的结合力。
人们的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可以发挥实践关系中的潜力，从而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
更高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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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入此论文集的是近30年来发表的60篇文章，分七个专题，总的题目为《面向实践的反思》。
所有这些文章，连贯地描画了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思考和研究的轨迹。
文集最后附有我1977-2009年的著述目录，以此提供论文集选编的资料背景。
刚刚过去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经曲折而又凯歌行进的年代。
激动人心的历史创造的实践，是哲学这种理论思维不断涌流的现实源泉。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如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进行了哲学的思考，留下了这些文章，借以记录了这
个时代的理论追求和收获，应该说是幸运的。
需要提一下文集第一篇文章《试谈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
这是在我从长春来北京读研究生后，《吉林日报》资深编辑张希圣先生约我写的。
张先生是最早帮助我发表文章的编辑，我和老同学合作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载于《吉林日报》。
编辑是作者最感念的朋友，对于刚出道的青年作者，他们也是引路的导师。
张先生当时参与吉林省对台办公室的工作，负责组织有关稿件推荐发表。
他给我提供了参考资料和写作建议，我就写了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两岸和解的文章。
文章写出后，张先生把它全部转换为繁体字文稿，推荐给有关方面。
后来，文章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发表了，我到北京图书馆查到报纸，复印下来。
这篇文章与此后发表的哲学论文尽管风格不同，但体现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在今天读起来有
特别的意味，所以还是选到文集中，并因为发表的时间最早而放在最前面。
文集在编排上所设的专题，只是个归类的框架。
文章排列的顺序首先考虑内容，同时也考虑发表时间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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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实践的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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