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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生成性：对历史与人之存在的哲学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入手，通过对历史内涵的深入
分析，阐明历史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人向自然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人的对象性
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
因而人及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人的历史性的活动的结果。
本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历史起源、历史时间、历史
意识、历史的动力、历史进程、历史研究的方法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以尝试建构对马克思社会历史
理论的生成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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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艳君（1971-），女，吉林省双阳县人。
1990年至2002年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先后获得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文化哲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历史与人的生成——马克思历史观的入学
阐释》、《论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学术著作4部，在《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30余篇；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
果奖一等奖2项、三等奖1项、佳作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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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是什么？
怎样理解历史？
马克思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过探讨。
他们的贡献为马克思所继承，他们的缺憾也为马克思的理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的全部历史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西方历史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正是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继承了自维柯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他对历史的独特理解。
与历史上诸多的历史学家不同，马克思把历史纳入到对人的整体把握之中来理解。
通过对人的本质及生存方式的把握，马克思确立了理解历史的全新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历史与
人的生成过程的统一。
同时，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马克思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实现了研究历史的两种方式
的综合，从而创立了全新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分析，将其引向现实生活的领域——哲学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的结合——从而在人的现实历史活动中将价值和意义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历史理论
之中，他一直是在双重意义上（史学的，历史的）来谈论历史和历史的发展的。
　　第一节 理解历史的人学视角　　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人的历史，人的活动的历史。
历史的主体是人。
黑格尔从历史出发来理解历史，因此，历史成了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一种思辨的抽象，从而造成了人
与历史的分离。
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去探讨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与历史的统一。
康德、费尔巴哈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为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前提。
“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开始了一场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但是这一革命的真正成果并未结在他的哲
学之中，而完成于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之中；康德哲学革命的内涵是提出了人之主体性原则，但是这一
原则的真正的和合理的确立则体现在马克思的哲学构想之中。
可以说，这场哲学革命的关键或契机，始终围绕着人的实践本质这一环节。
”①康德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一切经验之先已固有某种认识的形式或认识的结构，并借以整理
质料，建构现象，取得必然性的知识。
这种“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中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②。
因此，人的认识永远无法摆脱主体的性质。
一方面，人自己确立认识的对象，人为自然立法；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又是有限的，无法超越自己的
限制而把握物自体。
这样，他就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表述了人之主体性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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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艳君编著的《历史的生成性》从生成论的视角入手，通过对历史内涵的深入分析，阐明历史就是人
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人向自然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人的对象性
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
因而人及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人的历史性的活动的结果。
本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历史起源、历史时间、历史
意识、历史的动力、历史进程、历史研究的方法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以尝试建构对马克思社会历史
理论的生成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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