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厚重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是厚重的》

13位ISBN编号：9787503545351

10位ISBN编号：750354535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魏小兰

页数：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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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厚重的》

前言

当前，我们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而和谐社会的创建始终要依靠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一直以来，我们党对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探究，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以人为本”。这一切体现着我们
党多年来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几十年前，“人的问题”的研究，曾被
看做“禁区”。如今在“拨乱反正”——划时代的历史新时期，“人的问题”的研究没有禁区了。当
今时代——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日渐崛起，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已呈现腾飞的大趋势，因此中
华民族国民意识的转换，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升，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从长远看，“人的问题”
的研究已被当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工程，这一点，愈来愈被大家重视。    在《人是厚重
的》这部书中，我谈到“人的社会”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和谐问题、社会创新问题
。另外此书涉及到我对人的价值、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生命、人的理性、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
的修行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其中在“人的修行”中结合实际，从积极的方面谈到了学习佛教文化的心
得，尤其是在一定意义上对此文化中凸显的人要“内视”，由此“自悟、自觉、自律”的道德底蕴的
领悟。    回顾写作过程：我把《人是厚重的》这本书中列入的“十个章节”曾作为“十道逻辑思考题
”。在思考、研究的道路上，我遇到过数个未知数。在“问题”的围城里，在“未知数”的迷宫里，
经过亢奋、活跃的思索，不断调动、挖掘、整合着我头脑中各种“潜在、显在”思路的“存储”，有
时自己会因此废寝忘食。在经过努力，解决某些“问题”“盲点”对自己挑战的过程里，自己尽力把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内因外
因的关系”、“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原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
事物的“具体与抽象”、“内容与形式”、“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因果关系”、“偶
然与必然”等种种内在联系的观点，作为自身解惑、答疑、梳理思路的“钥匙”(工具)。力求在“咀
嚼”、返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逻辑学、人学、哲学融为一体，努力确立辩证思维的视
角，并通过反复的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分析，使自己能用多棱镜般的“目光”投射人的
问题，以实现从多个侧面“解读人”的写作初衰，有时“思维”的过程是苦涩的，但我的体会是：在
某种意义上且于一定条件下，思维不会枯竭。因而我更感到思维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灵感来时。灵感
的进出对我是一种幸福。对灵感的捕捉以及合理地链接它，使它结晶为某种“真知灼见”——这对我
来说好比一种兴奋不已的智力游戏、逻辑游戏。    通过努力，我力求使读者眼中的这部书：具有思想
的穿透力(深度)，无“‘不求甚解’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倾向。理论与实际结合；论
点、论据完整；注意合理地解决每章内各节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每小节内各段落之间的内在逻辑链
接。另外，在阐述问题时，我注意不放过对事物本质存在的“多个内在‘逻辑链条’”的关注与挖掘
，让自己对“人的问题”的“透视”做到“多角度”，当然，我也想到：要防止出现——文内所设某
些章节中内容之间的“立意‘交叉"’时的“逻辑重复”；即对“某些‘人的问题’”做阐述时，由于
它从文内第一个主题的设计进入到文内第二个主题的设计中了(这是出于一种需要即：我的视角转换了
，所以想阐述问题的主题已经不同了)，在一定意义上“我想‘阐述”’的意思就不同了，在这个前提
下，我在逻辑视角中的论点、论据均有不同，所以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这个前提。比如“‘人的修行
’中的‘第四节"’，自己关注问题的焦点是“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并非去泛泛谈“内外因关系”。
在“人的生命”中的最后一节“谈到‘性格’问题”时难以不打“擦边球”——涉及到“内外因关系
”，但我在这里把握了“性格是阐述问题的侧重点”等等。在“‘人的修行’中的‘第五节”’里，
涉猎到“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事实，但，是想谈人如何去“历练”。这里有分析问题视角的转换
。在“‘人性’中的‘认识人性的弱点，实现人性的升华’”同“‘人的修行’中‘超脱’”——这
两部分内容的阐述中，我注意到了“‘升华’与‘超脱’”两个概念其意思是有区别的，由此在文内
，我分别做了说明。此书稿还注意了写作时遣词造句中的逻辑性。文字叙述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力
竭用流畅、朴实、简洁、直白的语言表述撰写的内容，且为了直抒胸臆，与读者更好地沟通、交流，
有些部分的文字运用了比喻、隐喻等语法修辞中的手段，使自己所想表述的“较为复杂的意思”，借
用较为形象、生动、活泼的语言，让读者的“意会”更直接。    我通过以上的努力，设法完成了“科
学、合理”地诠释“人是厚重的”这个主题。我相信我能够与读者(包括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不同
职级的各层次群体及一些处在不同的处境、心境的人)，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共振，在精神层面做到全
方位的零距离接触，彼此肝胆相照，共同分享我的一份“心得”，因为深一步讲，受社会大家庭的滋
养，我的生命同大家一样充满阳光。我的一切“资源”是社会给予的，因而我对社会有感恩之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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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厚重的》

愿意用我的心回馈社会。——我愿意将凝结着我的心血的《人是厚重的》这部书奉献给社会。如果我
能够通过《人是厚重的》这部书获得与更多读者交流的机会，同时，通过此书能使读者获益，我终生
将会感到欣慰。    这部书类似个人思想的“拾零集碎”、是思想的“火花录”，多年来，自己笔耕不
辍，始终对人的问题投射关注的“目光”，所以我珍惜平日里每一个“灵感”的到来，珍惜每一个感
性认识的提升。一直注意对自身头脑中“人的问题”“‘点滴’‘火花’”的整理、积累。一直潜心
立志——有一天得以厚积薄发，严谨、客观的为“人”画像，实录人的本质。    正因为这部《人是厚
重的》是个人思想的“火花录”，所以建章设节不同，因而内容呈现出“‘繁’、‘简’不一”。从
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因为，有的段落用了以前自己撰写其他文章时限于字数多而硬砍掉的部分，对这
些文字自己一直珍惜并予以积累。此次写作，我调动了自己的“积蓄”，进行了二度提炼、打磨、斟
酌、升华，将其融合在《人是厚重的》这部书中。    说起来步入社会多年，在实践的经历中，我曾体
察到不少人在一定条件下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思维障碍、心理障碍。我曾寻觅、追逐着这
里一个个的“为什么”，在寻觅、追逐着答案的同时，我开始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思维”、“人
性的双重性”，并倾心从理性上弄懂；之后我的兴趣渐渐扩展到人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
”的存在和与此相关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人头脑中的存在及对人自身的意义。以后
在实践中，自己对“‘哲学’、‘人学’、‘逻辑学”’这些方面的学习情有独钟，兴趣浓厚，甚至
怀有激情。我想，如果能够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将其整合，融会贯通的运用，利用这些知识锻
炼我的思考力，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掌控自己、驾驭自己，使自身有智慧。同时，帮助自己更好
地了解人、理解人、诠释人。    “人学”学科，既老叉新。撰写以“人的问题”为主题的书，是我多
年来的夙愿。我曾经有五年的军龄，十多年工人生活的经历，二十多年机关工作的经历；平凡的人生
常使我在平凡的体味中思考、欣赏与对待人生。生活的感触使我常常想到：“人”的话题无处不在，
在多年的学习、实践、思考的过程中，我最终能同大多数人一样，从自身生命的变数中渐渐感悟到了
“人”生命的厚重，并从其中感悟到生命的珍贵、感悟到生命的弹性，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灵性，生
命的可塑性。由此我不断会从自身经历中和别人经历中得到理解人生意义的某种全新视角，并在热爱
人生，热爱生命，由此执着地追求人的精神卫生，搞好人的心理健康的努力中，不断使自己在真善美
的更高层面珍惜人生。    至今我未停止对使我发生兴趣的问题的探究。在思考与写作过程中——虽然
颈椎病的几度折磨使我时不时要放下一些“思绪”，以至几次放缓写作的“脚步”，但我终究欲罢不
能——最后，自己为《人是厚重的》这部书执着地画上了完整的句号。当然由于水平有限，主观性、
片面性、绝对性之处及其他的瑕疵难免会有，请读者指出。    自己的年龄与身体条件日渐走下坡，但
仍有学习、思考的需求与兴趣，我力求在今后的实际生活中继续求知、探讨、获益。我愿意在一定条
件下的静思与苦修中，在某种憧憬与期待中，在坐冷板凳——感受某种新的“盲点”的存在带给自己
的困惑与孤独中，即在那个孜孜不倦的学习、思考、实践、探索与积累的过程中，最终还能上一层楼
——获得某种励志与某种境界，争取在更加开阔的社会平台上，以更开阔的人文主义视角，追踪历史
发展的脉络与发展的脚步，由此以新的思想积淀为依据，从新的层面思考与解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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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厚重的》

内容概要

《人是厚重的:人的问题随想录》讲述了：人的“生命力”楚有弹性的。但弹性的张力有多大，皆靠人
为。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他的社会价值，他的社会价值在于实践中他自身深刻的思考力的存在与物化。
人的本能是创造的，所以人的本能是超越的，又因为人是超越的，所以是创造的，二者互为因果，人
生沧桑，沧桑人生，谁都会经遇这些过程。
人性的共性决定了人性具有相通性，由此以己推人，便能使人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对等的相处，在一
定条件下相互理解，挖掘“你、我、他”人性底色的真善美，共同构筑人性知情、意的厚重。
我们头脑中产生的“思维对恩维的思维”，往往是人经遇自身某种历史教调的必然结果，所以“思维
对思维的思维”常常发生在时间、地点变化了的条件下，人以实践为依据，转换新的视角。对自身进
行审视的过程中.相对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进行的深刻反思。这个过程，使人常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
身追寻与探索人生终极意义的需求、动机与目标的明确性。因而人在一种思绪中能够更加获得了解自
己，发现自己，调动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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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厚重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的社会
  一  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
  1．资本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较多地谈到中国)
  3．在对两个社会形态的“比较”中透视之间的共性与个性
  二  认识与实践层面的社会和谐
  三  认识与实践层面的社会创新
  四  社会生活中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五  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六  社会生活中的朋友之交
  七  社会生活中君子与小人的关系
第二章  人的生命
  人生存的外环境和内环境
  什么是人身心方面的亚健康状态与健康状态
  人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与死亡”
  人对自身生命资源的珍惜与消耗
  人的“性格”与人生命质量的因果律
第三章  人的本质
  一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抽象的
  二  人的道德性
  三  人的自由(包括民主、人权)
  四  人的解放
  五  人格
  1．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相对整合的独立人格
  2．理想人格
  3．人格的多重性
  4．病态人格
  六  目的与手段的统
  七  人是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
第四章  人的价值
  一  价值观的存在
  1．价值观
  2．价值观与人的需求
  3．价值观的主导性
  4．价值观的变数
  5．价值观与行为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的价值观
  7．价值观的改造
  二  对“人”价值的定位与评估
  1，人是目的
  2．人是恒星
  3．肯定自我
  4．人的潜质的存在是“人的能力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5．人要发现与挖掘自身的价值
  6．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
  7．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
  8．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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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厚重的》

  9．个人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标识是“个人价值的社会评价”
第五章  人的理性
  一  人是理性动物(仅谈两种理性)
  1．价值理性
  2．工具理性
  3．两者的关系
  二  人的理想
  三  理性与感性
  四  融合以上的理性精神剖析一组范畴：现实、合理、必然
第六章  人的思维
  一  精神能动性
  二  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不涉及人的行为，单纯谈思维现象)及两者关系
  三  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
  四  灵感思维与创造思维
  五  辩证思维(含辩证的否定观)
  六  思维的变数
  七  思维对思维的思维
  八  试以“逻辑思维”的视角辨析一组范畴——原因、过程、结果与三者的关系
第七章  人性
  一  人的需求
  二  人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
  三  认识人性的弱点，实现人性的升华
  四  人的复杂性。      五  人的矛盾性是绝对的，所以人的变化是绝对的
  六  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
  1．人道主义
  2．异化现象
第八章  人的情感
  一  感情
  二  恋爱
  三  婚姻
第九章  人的修行
  一  独处
  二  “有”与“无”
  三  “得”与“失”
  四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五  历练
  六  新“陈”代“谢”
  七  超脱
  八  “爱”(仁爱)
  九  缘(“因缘”)
第十章  其他
  试谈发展：因为发展是“为‘人’的”
  1．也谈“科学发展观”
  2．自己的路自己走
  3．资源意识与资源意识的物化
  4．事物发展的量积累与事物发展的质变
  5．对“发展”这一概念其自身存在多重寓意的诠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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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一定条件下，因为人头脑中有着自身价值取向的变数，所以于一定意义上，人对“有”
与“无”概念认定的“人为性”，较强，换言之在一定条件下人对“有”与“无”概念的认定有着变
数。因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有”或“无”。这一切均为人性自身的矛盾性尤其是自身双重性的存在
引发的自身矛盾特征决定的。甚至人头脑中以前存在的“有”，未必仍是现实中自身头脑中认定的“
有”，而现实中自身头脑中的“有”，未必不会是未来境地中自身头脑中的“无”。◎在某种意义上
，“空性”是有绝对意义的概念。但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如人、天、地等等，在不同的时间段，总是既
具有绝对意义，又具有相对意义，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比如人总有一天要死（绝对性），但人
从出生到死又要经历几十年，所以不能说人一生下来就死（相对性）。由此又深入地告诉我们：要珍
惜现拥有的一切。◎我们不能“一切唯‘心’造”（佛教文化的术语）。当我们破了这个念，我们会
为自己一度陷入的所谓“有”——实质是“愚知”与“无明”而感到自身可笑，更会为我们曾为此“
钻牛角尖”，而不得“从容”，甚至形成身心疾患而自叹可悲。◎没有了对立面就什么都没有了，包
括自身，所以也包括：没有了附着于其原先的矛盾统一体中的是与非等等。◎在一定条件下，“有”
（比如名利地位）就是“无”（死不带走），“无”就是“有”（如即使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得人心
，因而给社会造的福会使自身价值永在）；因此一定意义上，有些人表面上的“有”终会转化为“无
”，相反也亦然。◎有些存在的事物，被人看成是“身‘外，之物”，从而不为之所“动‘心’，那
么，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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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写作书稿之前和最后的打磨阶段，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崔自铎老师有过较多讨论，从中获益不浅
。    哲学部的边立新教授，对文稿内的某些内容参与了意见，且认真、严谨地提出宝贵建议，对笔者
进行《人是厚重的》这部书做进一步的修改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央党校科社部的刘海涛教
授、经济学部的贾华强教授、科社部的蒲长春博士及我的朋友孙松林对文稿中一些观点的“准确性”
，予以了直率的指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朱虹老师与我的家人在文稿即将脱手时的后期运作环
节，提供了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北医三院党校分院的肖卫忠院长、马沪宁、李宗洋大夫等，急人
所急，对我身体疾患进行诊疗，使我克服了困难，让《人是厚重的》这部书的写作加快了进展’。    
这些人从不同方面给与我的支持、协作、鞭策，促成着我的成功。我不会忘记这些人为我付出的帮助
、辛劳。我以诚挚之心向他们表示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    魏小兰    2010年10月于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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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厚重的》

编辑推荐

《人是厚重的:人的问题随想录》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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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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