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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学问题的核心是个人观。
对马克思个人观的研究和阐发既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更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
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据。
同时，对马克思个人理论的澄明与把握，是当下我们对个人、个性及其相关问题深入探讨的理论基点
与出发点。
本书从马克思个人观的立足点——
人的本质、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产劳动三者的统一入手，分析了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因素。
作者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深入挖掘并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个人观的基本内容，形成了比较系统
的马克思个人理论体系，彰显了马克思个人观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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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波，女，1970年生，浙江绍兴市人，法学硕士，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
室主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会员，浙江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分会理事。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参与编写《德育基础教程》、《思想品德教程》等教材三部，在《社
会科学战线》、《求实》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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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原发性根据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表现出来的，而人的行为
活动的动因或内驱力乃是人的需要。
马克思曾经批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
”这就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是不可分割的。
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具有生命力的各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统一体，而生命力本身既是需
要的一种外在表现，又是需要实现的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实的个人，是指由于受着肉体组织制约具有各种自然需要的人，是为了满足生
存需要而进行着各种活动的人，是受着各种社会关系制约又不断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改变着这些社会关
系的人。
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
这样”。
简言之，人类活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体的自然需要。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个体的需要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没有需要，便没有生命和人的一切活动。
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由于忽视人的需要而导致对人的忽视。
他指出，人对自然界规律认识的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遵循着两个尺
度进行：一个是物的尺度，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再一个就是人的内在尺度，即人的本性的
需要。
人总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注于对象之中，从而实现其自身的本质力量。
整个人类发展史证明，需要在可能性上构成实践发展的动力，实践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并且趋于按照自已的本性和理想的自我而存在。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从而成为自己、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不仅对外界具有需要，而且对自己也提出需要；不仅对现实具有需要，而且
对未来也产生各种各样的理想需要。
人类对外界和自己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满足状态就构成了人的本性。
在需要的作用下，人们通过自己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展示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外化。
人的需要不仅为人的活动提供驱动力，促使人突破旧活动方式和范围的界限；而且决定人们选择何种
新的活动方式，探索新的非属人自然界，使其满足人的需要并变为新的属人自然界。
在人的需要和对象性的活动共同作用下不断突破和超越自然界限制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本质不断自我
证实而又自我超越的过程。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人的本质作出了最基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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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个人观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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