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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及其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系上海市“八五”社科规划的立项
课题，作者通过潜心研究，以此专著作为完成课题研究的成果。
这一新作，其他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成果相比，有其值得肯定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创
新意识。
    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比较视角。
作者既不是从哲学本身的发展上进行历时性比较，也不是从哲学自身的内容进行“纯思”对勘，而是
对当今世界提出的十个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
人、人权、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科技、生态、发展、价值观等等问题，既是时代的热门话题，
又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的主要切入点。
在这些问题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同和不同的应答，既反映了时代对哲学的呼
声，又体现了哲学对世界的深深关切；既理清了不同哲学的原则分歧，又阐述了它们的互补性一面；
既揭示了它们的共同话语，又分析了它们的不同语境。
这种比较视角，更能直接地、现实地体现哲学的时代感，更能凸现哲学比较的现实意义，避免了远离
“生活世界”的“纯思”对勘，可以赢得更多关心世界命运的读者。
    第二，它在比较方式上，体现了不同哲学就共同关切的话题的双向交谈，避免了简单的单向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又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种崭新的哲学学术思想，它与同
时代的现代西方哲学，无疑存在着学术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流的关系。
因此，双向的交谈式的比较，才是学术上实事求是的比较，才有益于学术的进步，因而也更有益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拓展。
    第三，它概述了研究者对当代某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的哲学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当代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解决当代世界主要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该书的每一章都专列一节，以作者自己的理解，概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哲学观点，
这种学术研究方式，将引导人们深入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本书仅仅是一种新的比较视角的尝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研究的成果，甚至某些方面还显得粗糙，
资料也欠周详，有些提法还值得进一步推敲。
但这一成果，毕竟有新意，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完全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学术界同仁
和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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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少全，教授，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一直在高校和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出版的著作有《干部简明哲学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邓小平哲学思想十论》、
《社会热点评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发表论文五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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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引言“本体”的追问和“生生”的关切　　一、抽象的消解　　二、生活世界　　三、何谓“比
较”和为何“比较”第一章 “人”的哲学对话、　一、从“人学空场”的是非说起　　1 萨特为什么
指责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
　　2 唯物史观：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二、哲学怎样研究人　　1 从“人”出发与从人的现
实出发　　2 历史的观点和非历史的观点　三、怎样看人性及其异化　　1 “人性”研究的非理性走向
　　2 人性异化的是非曲直　四、自由和解放之路何在。
　　1 “自由”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吗？
　　2 人的解放之路何在？
　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与实践　　1 毛泽东对人学理论的贡献　　2 邓小平对人学理论
的贡献第二章 “人权”的哲学研究一　一、人权及其历史发展　　1 “人权”是资本主义出世以后的
问题　　2 人权发展的新阶段　二、人权研究方法的对立　　1 人本主义的方法　　2 唯物史观的方法
　三、两种人权理论观点的差异　　1 人权的抽象性与具体性问题　　2 人权的阶级性与全民性问题　
　3 人权的个人性与集体性问题　　4 人权的真实性与虚假性问题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理
论　　1 首要的人权是生存发展权　　2 国家主权高于人权　　3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4 人
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人民人权的根本保证　　5 解决人权问题是个历史过程第三章 
“主体性”哲学反思第四章 “历史决定论”的是非第五章 “文化”的哲学评价第六章 “意识形态”
的哲学争论第七章 “科学技术”的哲学探讨第八章 “生态哲学”的讨论第九章 “社会发展”的哲学
问题第十章 “价值观”的哲学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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