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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是一个思想启蒙与全面革新的时代。
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以及从各个方面发出的人的呐喊，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
背景下的时代最强音。
人道主义思潮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声势之烈、影响之深尤为引入目，它不仅真正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领域中展示出新时期的特点，而且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刁世存编著的《新时期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在充分占有各种材料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这个当代中国史上特殊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客观
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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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刁世存，1970年11月生，山东胶州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史与科社教研
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探索》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和
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科研课题三项，科研成果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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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德国资产阶级继承和改造了17、18世
纪英法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理论武器。
德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德国得天独厚的哲学环境，使当时德国的人
道主义更加具有哲学的抽象性和浓厚的思辨色彩。
总的说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当时德国的民族
特征和时代要求在哲学上的表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软弱性和保守性。
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使德国资
产阶级只能继承18世纪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但是，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这时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当先天不够
强大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它发现自己身边已经站着另一个敌人，这就决定了德
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同时，德国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得天独厚的哲学环境，又赋予德国人
道主义理论保守性的特点。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大都崇尚包括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
内的人的理智，主张按照人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大体上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
期的进步思潮。
然而，从19世纪中期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愈益激化，在经济、政治、
文化各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危机。
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大多反对近代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抛弃了共同的人性
和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转而强调个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个性。
由注重人的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转向强调人的意志、直觉、本能、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由颂扬科学
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的伟大意义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转向反映科技应用和科技革命给人类的生态环
境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给人类生活本身造成的负面效应，有的甚至走向了反理性、反科学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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