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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力图站在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重新
解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用现代实践经验、科学成果和哲学精神重新阐述已经成为“常识”的唯
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深入挖掘原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或未被重视的唯物
史观的基本观点；充分展开唯物史观创始人有所论述、尚未详细论证、充分展开，但又是现时代日益
凸现、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并使之上升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全书除导论外共分十四章，深入分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主题、理论性质和理论职能，全面阐释了唯物
史观的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从而说明唯物史观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其理
论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理论宗旨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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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
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
士、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何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唯物论研究》（日本）
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杨耕集》《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东
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等著作12部，先后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国
家级教材6部；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危机中的重建>>

书籍目录

序言导论历史哲学：从缘起到后现代一、历史哲学的形成及其合法化二、现代历史哲学的三大流派及
其异同三、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及其特征第一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唯物主义
历史观概念的由来及其实质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
发点范畴四、历史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五、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双重职能第二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理论基础的演变一、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
史进程二、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逻辑三、《哲学的贫困》：唯物主义历史观诞生的标志
四、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道路的同与异五、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第三
章 社会和自然一、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前提租现实基础二、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三、社会的自然和自然
的社会四、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五、人对自然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六
、实践：人类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本体第四章 个人和社会一、“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和“社
会的个人”二、实践：人的存在方式三、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四、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及其关
系五、“社会生产人”和“人生产社会”第五章 社会的本质和社会有机体的特征一、实践：社会生活
的本质二、“社会有机体”的内涵三、考察社会有机体的四种角度四、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规律第六章 
社会结构和实践活动一、社会结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和交往活动的制度化二、社会的经济结构：生
产关系的总和三、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核心四、社会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第七章 社会历史过程和“自
然历史过程”一、问题的提出二、何谓“自然历史过程”三、经济规律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然规律四、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五、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和派生形态六、人
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七、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第八章 历史规律的形成
和特征一、客观过程的两种形式及其区别二、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规律四、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否定及其失误第九章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
史必然性和人文取向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实
现进程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全面实现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文取向：从片面的
人向全面的人的发展第十章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东方社会的命运一、“世界历史”的界定二、世界历史
的形成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三、从世界历史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四、世界历史中的东方社
会及其命运五、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方法论意义六、人文关怀的取向和历史尺度的坚守第十一
章 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性转换一、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立化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二、社会科学方法的六大
范式及其特征三、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性转换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践反思方法四、社会科学方法的
历史性转换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有机体方法第十二章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一、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课题设计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资料分析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模型解释第十三章 科学抽象法：
社会研究的根本方法一、“科学抽象法”的内涵二、科学抽象法的基本环节：起点范畴、中介范畴和
终点范畴三、科学抽象法的根本原则：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四、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和叙
述方法第十四章 从后思索法：历史认识论的根本特征一、从后思索法的提出二、从后思索法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三、从后思索法的基本内容四、从后思索法的现代意义附录一、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访
杨耕博士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访杨耕博士三、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与理论空间的
重新建构——在日本一桥大学的演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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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人只能通过实践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
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
之间也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物质实践又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制约政治生活
、精神生活、社会生活。
这就是说，实践是一切社会关系“由此产生”的源泉，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三重意义上，实践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意义。
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并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
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因此，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反思历史的进程及其规律，便成为唯物主
义历史观的根本特征。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实践原则也就是主体性原则，马克思始终是把实践和主体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人
类历史的，并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具体地说，人不仅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而且又不断地变革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关系。
实践是主体自身不断重建的活动，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相统一的活动。
因此。
出现在历史中的人不仅是一个被决定的存在，而且（甚至首先）是一个创造性的存在.。
人的被决定性只是作为某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因素出现在人的创造活动之中。
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并认为历史规律构成了人们历史活动的可能性前提，决定了
历史发展的大概趋势，从而制约着人类历史的行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历史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
然而，相似不等于相同。
从本质上说，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规律，它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而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
是消融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盐酸池”。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本体。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
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
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实践、主体性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然而，自从斯大林的唯物史观模式被定于一尊以来，实践原则、主体性原则都被忽视了，历史发展被
看成是“内在结构”自律的变化，人仅仅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历史规律的体现者和传导者，一种脱离
了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而自动、纯粹起作用的“经济必然性”成了历
史的主宰。
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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