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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
整体解读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马克思学说中被忽视的“自由个性”理念做了深度挖掘。
“自由个性”是个人不断实现“
个性解放”，达到个性独立和自由，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相互促进，最后达到对“个人的独立性”和
对“人本身”重新确认之上“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充分发挥、全面发展，社会平等和谐的
社会生存状态。
这既表明了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是人们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也表明了马克思以人为本、尊重个人，
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优先性、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
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的历史生成，既是批判地继承欧洲崇尚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结
果，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社会所有制、资本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进行深入剖析的产物。
这就使“自由个性”不再仅仅作为人的主观意向而存在，而成了不断实现着又不断向更高水准发展的
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由王盛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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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盛辉，1981年生人，山东聊城人，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基本原理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合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发展研究》等著作7部。
在《内蒙古社会科学》、《学术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辑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参加5项省部级课题、1项国家课题，现正主持1项山东省教育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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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摘要
导论
　一、学术背景
　二、学界相关选题对本书研究思路的影响
　三、对学界自觉把“自由个性”作为主题进行研究的分析
　四、研究目的和方法
　五、研究的大体路径
　六、研究特色、创新点和预期贡献
第一章　关于“自由个性”概念及其历史生成的一般分析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6处“自由个性”概念的初步分析
　二、关于“自由个性”内涵的整体性一般分析
　三、关于“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一般分析
　四、从《共产党宣言》的逻辑看“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
第二章　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
　一、原始群
　二、个人对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原始部落的依附
　三、伴随着财产的个人所有，个人走向独立并以对抗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个性
　四、马克思在1857—1858年对共同体(所有制)与个人关系的分析
　五、个人对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的或者等级社会的依附以及有限的独立性和个性
　六、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是实现“自由个性”的重要保证
第三章　由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引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探讨
　一、自主活动与“自由个性”　
　二、生产力与“自由个性”　
　三、异化、个人与“自由个性”
　四、自然界、分工与“自由个性”
　五、阶级与“自由个性”　
　六、世界历史与“自由个性”　
　七、结论
第四章　关于资本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
　一、货币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
　二、货币转化为资本与工人个性和自由的丧失
　三、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
　四、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
　五、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和“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
第五章　关于社会革命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
　一、追求完美与崇尚个性独立和自由
　二、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思考
　三、1848年革命与“自由个性”理念的形成
　四、继续不间断的革命与“自由个性”理念的成熟
　五、“自由个性”理念与革命理论实践在相互影响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六、关于社会革命与“自由个性”关系的深入分析
第六章　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的历史地位及其生成启示
　一、“自由个性”是马克思学说“永恒不变”的价值目标
　二、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在历史上被忽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

　三、马克思学说在西方的批判性发展以及“自由个性”理念在中国逐渐彰显的时势、契机和意义
　四、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历史生成的启示：关于“自由个性”与资本、所有制、革命交互关系
的历史反思与思考
结语
附录一　对马克恩“自由个性”理念与欧洲杜会文化渊源的具体分析
附录二　对马克思“自由个性”理念的人格个性渊源分析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
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
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述：“现在，让我们离开鲁宾逊的明朗的孤岛，
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
和牧师。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
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
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
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从这三段的引言中，我们首先会看到，无论是对“人的依赖关系”，还是对“物的依赖关系”，马
克思始终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个人”的依赖展开批判的。
在“人依赖于人”、在“家长制的关系，古代的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人身依附关系
”构成社会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个人表现为不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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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是青年学术丛书之一。
《"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
性”的六句经典话语，对“自由个性”的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既是人
的一种生存状态，又是人的一种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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