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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跨度，着眼于国内外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力图对“利益”这个广泛的
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范畴加以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进行哲学的概括。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史篇； 第二部分，理论篇；第三部分：现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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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与利益　　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现象，利益观念也是这一社会现象在
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关于利益的理论观点又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范踌。
研究利益范畴，有必要回顾人们对利益认识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远古神学观点中关于　　情欲作用的合理猜测　　“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
”在远古人类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点是神学观点，这种历史观点用神灵来解释一切，认为神是
历史的推动者，神掌握着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命运。
神学历史观点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远古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理论思维能力非常贫乏，他们既受强大自然力的支配，又摆脱不了
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无法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就用一种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学观点来解释控制、
支配他们命运的强大的盲目力量。
荒谬之中往往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古代神学思想中也包含着正确认识的萌芽。
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认为，各民族的历史全部是从神话和寓言故事开始的，而神话和寓言故事就
是各民族最古老的历史。
为什么神话和寓言是古代人生活的“真实可靠的历史”呢?因为在古代人眼里，“凡是对人类是必要或
有用的东西本身都是些神”。
神话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他们反映着古代社会的现实内容。
比如，希腊人信奉达三万之多的神灵，“都涉及最古时代身体的、精神、经济或民政的各方面生活的
需要”。
譬如，农神是同希腊人的农事活动联系的；时神反映人们从事农事活动对季节时辰的计算需要；酒神
体现了古代人对酒的需求，等等。
古代的神学观点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对实际生活需要的追求和崇拜，体现了某种需要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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