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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论文选编，汇集了作者自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的40篇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人学问题，从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广泛地论述了
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作者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来理解、解释、驾驭和处理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要客观地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现实状况与历史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
认识论研究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人学研究人本身，而现实的人是通过感性活动、通过实践来表现和
实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动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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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甄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1931年4月1日生于湖南安化。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部，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197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研究生院哲学系主
任，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85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及认识论分会会长，中国大学学会副会长。
1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认识论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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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真理是具体的
2．实践的要素、特性与真理的标准
3．什么是实践
4．再谈实践的涵义和要素
5．论目的
6．机器是否思维?——兼谈谁是思维的主体
7．机器有自身的内在目的吗?
8．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散论
9．论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主体和客体
10．略论改造世界的两个尺度
11．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本体论意义与认识论意义
12．论实践观念
13．论认识系统
14．论主体的认知定势
15．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强化人类活动的主体性效应
16．哲学与实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
17．现代人类活动向哲学提出的挑战
18．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19．试论认识系统中的主一客体相关律
20．关于哲学研究改革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21，论认识的主体性的客体性基础
22．认识论与认识发生论
23．思维世界
24．论人的普遍性
25．论实践的唯物主义
26．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
27．哲学应该关注人与世界的大关系
28．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一种关于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29．人：关系活动发展
30．自然与文化
31．知识的力量
32．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
33．理性仁心德行
34．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
35．人生与理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及其本质内容和普遍本性
36．论以人为本
37．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应关系
38．必仁且智
39．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
40．自然创造与人文创造
夏甄陶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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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目的在开始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东西，还是主观的目的。
它的本质和力量就在于它强烈要求否定自己的主观性，摆脱自己的纯观念形式，过渡到客观性，使自
身的观念规定与客观实在相结合，转化为客观现实。
但是，如果没有现实手段的“接引”或“引渡”，主观目的就不能自我摆脱它的观念形式，不能自我
否定它的主观外衣，不能使它的观念规定自我物化，从而升人现实的“天堂”。
主观目的必须而且只有凭借现实手段这个桥梁、媒介、工具的“接引”和“引渡”，才能过渡到客观
现实的此岸，在实践中实现自己。
我们讲手段，当然是指运用于实践中以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手段之所以能够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是
因为它本身具有客观外在的实有的形态，是一种客观现实的东西。
因此，它具有使主观目的越出它的主观观念形式，而与客观性结合起来的优点，具有把主观目的从主
观观念领域引渡到客观现实的接引作用。
但这种结合和接引，不是使目的重新返回到它原来赖以作为前提的那种对象的客观性，而是按照目的
的主观规定在实践中运用手段对这种作为前提的客观性对象施加改造，使之转化为体现了目的的主观
规定的新的现实实在。
手段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要素之一。
那么，人是从何处获得手段的呢？
大家知道，人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除了肉体的器官以外，什么也没有。
当然，肉体器官也是一种手段，是人自身自然中的手段。
人在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首先就要唤起蕴藏在自身自然中的力量，使肉体的自然器官运动起来，作
用于客观对象，使之发生符合于人的需要的变化。
但是，人自身的肉体器官和自然力量是有局限性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必须凭借自身
以外的物质手段。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并不受他自身肉体器官和自然力量的局限性的限制，原因就在于人能创
造和运用自身以外的物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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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夏甄陶文集(第6卷):实践的唯物主义》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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