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化与化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化与化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1653813

10位ISBN编号：7531653818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作者：孙伟平,张明仓

页数：3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人化与化人》

内容概要

《"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内容简介：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中国，文明的转型、新文化
的建设既生逢十分难得的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日益成为“经济人”、“技术人”、“
单面人”，日益失去人的美善、崇高、神圣气质，失去人的诗意的生活的今天，我们究竟该追求什么
？在人类的经济、技术、信息、社会交往日益紧密、空间尺度日益缩小，而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却愈演
愈烈的今天，不同的宗教、族群和国家应怎样相处？在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生态失衡日趋严重、人口
却呈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们到哪儿去寻找人类自己的家园，安置这颗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层
出不穷的问题和挑战，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制度安排、经济建设、规范确立以及科学与艺术创
作等，都必须从人出发，重新考虑人的真实的本性与需要，考虑人之更为“人”的发展前景。《"人
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也正是立足“人是目的”、“以人为本”，进而体现为对这些问题
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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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与化人》

作者简介

孙伟平  1966年1月生于湖南常德。1996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价值论、
伦理学研究。主持或参与承担了8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已出版个人专著8部，合
著10部，参编15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译文200多篇。出版著作主要有：《事实与价值》《史蒂文
森》《赫尔》《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思想》《价值哲学方法论》《价值论转向——现代
哲学的困境与出路》《价值差异与和谐——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等。著作和论文多次获得国家和省
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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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新世纪，新文化　一、传统文明处于转折点　二、人类文化面临新挑战　三、文化、人化与化人
　四、以人为本，建设新文化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台理性——人类经济活动及生存方式批判　一、“理
性经济人”教条的当代困境　二、非理性的人与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物化、异化　四、创价一
代价矛盾　五、经济增长的合理性与人类生存方式重建第二章 知识价值革命——新经济时代的伦理思
考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二、知识经济的伦理意蕴　三、知识经济与经济伦理的互动　四、知
识经济呼唤何种新经济伦理？第三章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官本位、权力控制与政治民主
化　一、“政治动物”的文化历程　二、“官本位”与拜权主义　三、“权力异化”与腐败滋生　四
、走向政治民主化第四章 人治与法治——法律与人晌权利保障　一、法的精神与法的价值　二、礼治
、人治与法治　三、法律至上与法的合理性　四、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五、文化视野中的法治与法
律文化的现代化！第五章 以德化人——道德与人的塑造、完善　一、人是道德的主体　二、人的道德
需要与能力　三、道德规范与自由　四、目的与手段　五、从他律走向自律第六章　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与人的提升　一、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吗？　二、科学的社会价值　三、科学的危机　四、呼唤
“赛先生”第七章 人文视野中的技朮——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　一、生命科学的震撼　二、技术
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　三、能够与应该　四、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变奏第八章 成长的烦恼——教育与人
的培养、塑造　一、教育的价值　二、应试教育的误区　三、教育的非人文化倾向　四、走向人性化
的现代教育第九章 虛幻的太阳——宗教、人生及文化重建　一、虚幻幸福与现实幸福　二、人性中的
宗教之“根”　三、宗教与终极关怀　四、宗教与科学　五、宗教与当代文化重建第十章 守望家园—
—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  一、满目疮痍的人类家园  二、自掘坟墓的罪恶之手  三、以人为本：生态
文明建设的核心  四、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结语 走向以人为本的新文化主要参考文献全
书图片说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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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与化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济增长的台理性——人类经济活动及生存方式批判　　一、“理性经济人”教条的当代
困境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逻辑支点。但是，理性逻辑演绎
方法是绝对至上的吗？人的经济行为真的是纯粹的理性行为吗？这种行为真的都是绝对地遵循利益最
大化原则吗？　　现代科学早已揭示出，理性逻辑演绎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因为演绎的前提、出发点
或一般原则都并非不证自明，演绎也不能自保其前提真实可靠；即便演绎的前提真实可靠并有正确的
推理形式，但如果局限于演绎范围而对新事实、新情况视而不见，演绎所得结论的意义也会极为有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演绎结论的意义域大小，总是取决于演绎的前提与现实经济生活的拟合性状
况。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的非均衡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信号的残缺性、市场竞争的风
险性、市场失灵等，决定了在把握现实的市场信息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特征等时，理性逻辑
的认识工具往往力不能及，人们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现象，常常还需要非理性的认识工具。事实上
，理陸逻辑认识过程本身，也总是渗透着非理性的作用。总的说来，理性逻辑演绎方法诚然重要、有
用，但却并非至上、万能，它在市场经济研究中的局限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人的经济行为真的是
纯粹的理性行为吗？或者，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真的是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吗？只要回顾一下人从动物进
化而来这一基本事实，就不难作出如下推断：完整的人既是理性的存在物，也是非理性的存在物，即
是非理性与理性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的理性是从欲望、情感、情绪、本能这些基础性或本能性的东
西生成的，而理性本身又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非理性的东西不仅是理性的基
础，而且往往是理性东西的先导或契机；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情感、情绪、欲望等直接或
间接地受到理性的主导作用，人完全受动物式本能的支配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直觉、灵感、
顿悟等非理性的知，也是在经验和文化的基础上作为间接的知的转化结果出现的。因此，人的非理性
与理性的区别、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总是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对立统一中变化发展着的。理
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总是同时作用于人，人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统一体。因此，与人类的其他任
何行为一样，人的经济行为也绝不是纯粹的或抽象的理性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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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作者的写法，关注面是比较广的。对现实问题有独到的看法
2、对人的精神和物质追求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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