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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
《论以人为本》共分四部分：一、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
和形成轨迹，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二、系统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三、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四、阐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提出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内涵、理论创新等，说明科学发展
观“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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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玲，女，1965年8月生，河北省唐山人，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现代西方哲学。
近年来，在《光明日报》、《高校理论战线》、《理论前沿》、《学术交流》、《河北学刊》等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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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 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三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章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
”思想的形成一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道
主义的失落(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二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来源(一)黑格尔“理
性的狡计”中包含的人本思想(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中的“人”和“本”三 马克思唯物史观“
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轨迹(一)《博士论文》时期——“自我意识”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二)《莱
茵报》时期——物质利益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三)《德法年鉴》时期——历史创造者意义上的人本
思想的形成(四)《手稿》到《形态》时期——实践主体意义上人本思想的形成第二章 马克思唯物史观
“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一 社会历史发展以人为主体(一)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
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二)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三)主体是以人民群众为核
心的社会全体成员二 社会历史发展以人为目的和手段(一)“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二)人是社
会历史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三 社会历史发展以人为动力(一)人的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二)人的
利益连接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四 社会历史发展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一)马克思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内涵(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第三章 马克思唯
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一 毛泽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一)人民主体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二)人民动力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三)人民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人的全面发展观——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二 邓小平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尊重人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二)依靠人——注重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三)为了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达到共同富裕(四)塑造人——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培养“四
有”新人三 江泽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重视群众力量——“人民群
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二)关心人民疾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
提升入的素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四章 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发展的
最新成果——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一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提出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必然要求(二)适应了世界发展观念转变的大趋势(三)党的根本宗旨和
根本执政理念的集中本现(四)为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二 科学发展观“以人
为本”之“人”和“本”(一)关于“以人为本”中的“人”(三)关于“以人为本”中的“本”三 “以
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一)第一次给发展理论作了科学的定名(二)第一次明确了人在发展中
“本”的地位和作用(三)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发展概念的理解(四)第一次把全面、协
调、可持续统一放在发展观的高度考虑四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传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
主义”辨析(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传统“人本主义”(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人类
中心主义”五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坚持以人为本，必须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提升全民社会福祉(二)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关注“民生之本”，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三)坚持
以人为本，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充分体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四)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把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摆在发展的核心位置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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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就天才地预见到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永恒的东西，而
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代”，必然要被新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是难
能可贵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这些美好设计却一一落空了，他们的理想实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与他们的理论有关。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它的主要缺陷是：用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认为资本主义是
不合乎理性和人性的罪恶制度，社会主义是理性和正义的产物，是从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
只要经过宣传和示范，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合乎理性和人性的美好生活就会到来。
他们大都信奉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寄托在少数英雄和天才人物身上。
他们希望依靠达官贵人发善心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有的人自己就以救世主自居。
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他们眼里，仅仅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而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是同情的
对象而不是依靠的对象。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
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空想社会主义者发明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但由于他们只看到个别天才人物（其实就
是他们自己）的伟大作用，而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伟大的历史作用，即他们看不到真
正的历史主体，这样，他们虽然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他
们虽然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却又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
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
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
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空想社会主义必须发展成为科学，这是历史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完成，从客观条件来看，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进
一步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从理论条件来看，除了由空想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思想素材外，主要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的创立，其中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
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
当归功于马克思。
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作出主要贡献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一开始就是为关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以人为本>>

编辑推荐

《论以人为本: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科学发展观》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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