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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

内容概要

社会关系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和谐社会则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马克思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和谐社会解读》以马克
思社会关系理论为基本视域，解读和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层底蕴。
    《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马克思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和谐社会解读》通过对马范思经典文本的深度
解读，揭示了马克思探索社会关系理论的心路历程，阐发了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特征、多维论域和多
重意蕴。在此基础上，力图彰显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复调式语境。而和谐社会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
。其中人与人之问利益关系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劳资关系的和谐是
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人际关系的和谐则是和谐社会关系的“晴雨表”。走向和谐与共生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本书由周志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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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周志山，男，1963年生，浙江兰溪人。哲学博士，教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现任浙强师
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    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性、社会哲学和生态哲学的教学与研
究。出版专著4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4项(重点2项)、省级精品课程项目1项
。获浙江省政府第十三届，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三
等奖1项、学术进步奖1项，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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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渊源与探索历程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康德批判
哲学中的理性之我与感性之我    二、黑格尔承认辩证法与市民社会中的“自我”与“他人”    三、费
尔巴哈“类关系”中的“我”与“你”  第二节  马克思探索社会关系理论的心路历程    一、自由与定
在——《博士论文》对社会关系理论的最初表达    二、从理性政治国家观到世俗社会国家观——从《
莱茵报》到《德法年鉴》社会关系理论的根本转变    三、异化社会关系与人类社会关系——《巴黎手
稿》对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向度的考察    四、社会关系的实践本质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对社会关系理论的科学阐发    五、现实的个人、生命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德意志意
识形态》对社会关系基本逻辑和总体图景的建构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特征与功能  第一节  社
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性与属人性：社会关系的实践论特征    二、客观性与抽象性：社会关系
的唯物论特征    三、历史性与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形态论特征    四、人本性与共生性：社会关系的价
值论特征  第二节  社会关系多重论域及其功能    一、社会关系存在论及其功能    二、社会关系生产论
及其功能    三、社会关系方法论及其功能    四、社会关系批判论及其功能    五、社会关系发展论及其
功能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当代意蕴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意蕴    一、个体主
义与整体主义：社会研究方法论上的对立    二、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一条基本
线索    三、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超越    四、从社会关系总体性方法看科学发
展观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公共性意蕴    一、从社会关系视角阐释公共性产生的根源    二、
对公共性三重矛盾的揭示和批判    三、马克思公共性价值理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第三节  马
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生态学意蕴    一、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及其局限性    二、人与自然关系和人
与人关系在实践中的本质关联    三、资本关系的统治与当代环境问题的历史生成    四、资本关系的改
造和扬弃：马克思自然观的解决思路第四章  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  第一节  从“冲突论”到“和谐
论”：马克思社会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范式及其根据    二、马克思
社会“和谐论”范式及其历史必然性    三、从“冲突论”到“和谐论”范式转换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人本论：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本体论预设    一、“人本论”的三种历史形态    二、马克思“人本论
”的基本特征    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本体论预设  第三节  社会有机体：马克思和谐社会方法论   
一、阐释社会有机体理论的“三种路向”    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三重意涵”    三、社会有
机体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三点启示”  第四节  全面生产理论：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    
一、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中的“四种生产”    二、“四种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四种生产”
的动态平衡与演进规律  第五节  公平观：马克思“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    一、在批判中阐发的公平
观及其特点    二、构建和谐社会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第五章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  第一
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方略的提出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条件    四、科学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理论  第二节  社会和谐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    一、社会关系和谐：社会和谐的实质    二、利益关
系和谐：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    三、党群、政群、劳资、城乡关系：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    四、
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关系的“晴雨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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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

编辑推荐

《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马克思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和谐社会解读》通过对马范思经典文本的深度解
读，揭示了马克思探索社会关系理论的心路历程，阐发了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特征、多维论域和多重
意蕴。在此基础上，力图彰显马克思和谐社会的复调式语境。而和谐社会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谐。
其中人与人之问利益关系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劳资关系的和谐是构
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人际关系的和谐则是和谐社会关系的“晴雨表”。走向和谐与共生是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本书由周志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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