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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已逝去的客观实在，是一种动态的、纵向的时间进程，是人类活动目的及其实现过程的展
开，是人类文明的积聚和延续。
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力求在整体上、深层上探寻历史的本质及其进程的内在规律，就必然
需要确立和建构起自己的历史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科学体系中，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方法
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本书以人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科学体系的当代建构
作了新的探索。
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概要介绍了历史及历史哲学的含义、历史哲学的演进历程、历史哲学的科
学形态，着重分析了历史哲学研究的人学基础。
第三章揭示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历史哲学的主体性和客观性。
第四章至第九章，分别就历史主体和客体、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历史
方法论、历史调节机制论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力图对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有新的读解。
全书的最后，对历史进步、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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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斌，男，1946年生。
196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1991年晋升为教授。
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文明》、《法理学》、《历史哲学论纲》、《政治哲
学》等十余部，主编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发表的著作大多获省部级社科优秀学术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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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历史哲学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知识和学问，是人类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和作用的内容和要素。
历史哲学着意在哲学层面上，动态地、全方位地概括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价值，总结以往的经验
，揭示现实的艰难，展望未来的辉煌，使人类明了自身前进的轨迹，懂得自身解放中所付出的代价和
取得的进步，并且更深沉地体悟到自身的责任。
因此，历史哲学在社会进步和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增长，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探索必将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历史哲学将会有一个
新的突破性的发展。
　　第一节　历史和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在人类知识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就其研究的范围、内容、性质而言，它既有历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即必须以历史本身作为自身的对
象和前提；又具哲学的特性和功能，即不能满足于对历史表层的审视和描述，而只能是从历史主客体
关系的视角把握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
　　一　历史、历史事实、历史学　　在欧美的主要语言中，一般都沿用History这种单一形式表示历
史、历史事实和历史学等多重含义。
苏联和欧美许多国家在各类词典和工具书中，也大多用历史及对它的记载、整理、研究这样众多的含
义来注释“历史”条目。
同样，在我国也存在着把“二十四史”和历史记述称为历史，把客观的历史过程与研究历史的学问混
同的失误和谬解。
但是，随着史学界对于历史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探讨，人们迫切要求对于什么是历史的问
题取得比较明晰和一致的看法，对于历史、历史事实和历史学三者的各自内涵和相互关系尽可能准确
地做出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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