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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的问题就成为许多哲人关注的问题。古希腊先贤有“金人”、“铜人”
、“铁人”的论断，早期基督教在对天堂的向往中表达了对人解脱现世苦难后的期盼；文艺复兴体现
了通过对现实人的赞美而对宗教的叛逆，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以“自然人”为前提的对政治的设计。然
而，人是什么？在不同背景下又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人以
人性善为根据探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问题；有人把政治放在对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上，主张统治者既
要是狐狸，又要是狮子；有人认为人的本性贪婪，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是狼的关系，把国家比作凶恶的
海兽“利维坦”。在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则以审美的方式批判现实，呼唤善良的人性，从而形成一
种持久艺术魅力。可以说，在历史发展中，人的问题是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被深化的，人的命题是通
过多角度的揭示而不断丰富起来的，到今天对人的认识还没有完结，并且在对现实的反思中不断提出
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人的问题成了一个不断破解又不断陷入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
”。　　对人的认识既不能脱离现实而浪漫化，也不能简单地从现实中进行判定而实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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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维视角下人学与现代化关系》在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则以审美的方式批判现实，呼唤善良的人
性，从而形成一种持久艺术魅力。可以说，在历史发展中，人的问题是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被深化的
，人的命题是通过多角度的揭示而不断丰富起来的，到今天对人的认识还没有完结，并且在对现实的
反思中不断提出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人的问题成了一个不断破解又不断陷入困惑的
“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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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现代性历史作用及其悖论的分析
二、现代性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再阐释
第二节 现代性与马克思人学思想阐释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
二、在对现代性判断中追寻人的价值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乌托邦取向和对人的探索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认识及中西思想家人论之比较
第一节 先秦各家思想中人的论说
一、周初从敬天到从民的转化
二、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的人论
第二节 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和人的命题的再阐释
一、王阳明的心学及其对人的阐释与早期启蒙中的人论
二、中西古代思想家人论之比较
第六章 中西文明撞击与人的论阈转化
第一节 太平天国纲领中的人学论说和早期维新派的人学思想
一、太平天国纲领中的人学论说
二、早期维新派的人学思想
第二节 严复中西比较中的人论与康有为对正统儒学的批判
一、严复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译介和中西比较中的人学论说
二、康有为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对人的解放的追求
第三节 梁启超对传统人学思想的揭示及现代启示
一、在对新民的追求中阐释现代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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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梁启超新民论说的现代评述
四、梁启超新民论说的现代启示
第四节 以民生为归旨的孙中山人格思想
一、孙中山对理想人格的构想
二、以民权为归旨阐释自由平等
三、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判断中追求民生主义
第七章 五四时期对人的解放的追求
第一节 以新文化展开对传统道德的批判
一、以激烈的批孔实行对传统道德的反叛
二、批判传统道德并非否定国粹
第二节 以自由为追求阐释人的解放
一、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二、对自由的阐释
第三节 以人的解放为宗旨追求社会进步
一、以人的解放追求社会进步
二、人的解放与“新启蒙运动”
第八章 毛泽东的人民至上论和人的个性自由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人民民主专政论
一、以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为前提确立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
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论
第二节 毛泽东的人民至上论和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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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计划经济影响和毛泽东对人的认识的误区
一、计划经济及其对人的发展的限制
二、毛泽东对人的认识的误区
第九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价值和人
一、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实践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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