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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涉及哲学观、人性观、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生成自身本性这三个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与中国人的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们研究与思考这些问题是通过师从高清海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
在十多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不仅走进了哲学殿堂，而且在他身上学得了治学为人的精神与品质，学
得了研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我们认为，这本书虽然是我们写的，但实质上是高清海先生的思想精神和哲学理论的拓展与发挥。
没有高清海先生的指导与教诲，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如此讨论这些问题，也可能根本就写不出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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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海波，1956年生，吉林扶余人。
1996年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哲学。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正义的追寻》、《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哲学导论》、《马克思主
义哲学论纲》。
　　郑弘波，1955年生，吉林九台人。
2001年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哲学的时代与时代的哲学》、《市场经济的入性本质与形上价值》。
　　孙璟涛，1962年生，辽宁丹东人。
2003年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论著有《哲学的个性》、《从系统观点看技术进步》、《“克隆人”是人吗？
》、《非典型病疫的典型生命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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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哲学的本性一 哲学是研究人性问题的学问二 哲学的本性在于人性三 以人的观点理解哲学的本
性第二章 人的“本性”与人的“个性一 人的“类生命”与“类本性二 人是以自己的个性创造自身本
性的存在三 人的个性之真义第三章 人的自由个性生成的历史逻辑一 个人与个性的历史生成二 个人与
个性生成的根据三 个人与个性生成的历史形态第四章 哲学的个性一 追问哲学的个性二 哲学思想史的
启示三 哲学的个性生成之根据第五章 当代中国的哲学向何处去一 哲学家个性化的思想活动是哲学的
生命二 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三 “三大哲学资源”的对话第六章 中西哲学传统的特质与价值一 
反思中西哲学的关系二 中西哲学传统的特质三 中西哲学的价值第七章 当代中国哲学的个性化发展一 
当代中国的哲学何以失去自己的个性二 追寻中国哲学的自我意识三 当代中国哲学个性化发展的趋向
第八章 当代中国哲学的“价值问题一 哲学的“价值问题”二 追问“价值哲学”之名三 消解“价值哲
学”之弊四 探寻“价值问题”之根第九章 市场经济的人性本质与形上价值一 转变认识市场经济的思
维方式二 市场经济生成自由人的“形上”价值三 市场经济是自由人生成的历史形态第十章 人在市场
经济中“物质变换”的特征与价值一 “物质变换”是人类生命力的源泉二 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物质
变换三 从“物化”交往中生成“人化”关系的转换第十一章 人在市场经济中“本质交换”的方式　
一“本质交换”是人性生成的主要方式二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本质交换三在“分化”的过程中“重塑
”自我第十二章 人的“生活需要”与人的自我生成第十三章 人以“生存能力”生成人的自由个性第
十四章 人的发展与中国人的自由个性第十五章 当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问题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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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从各自的视角发现了“个性”来源的某些根据，但由于没能把握个性产生的根
本而陷于片面与抽象。
应当承认，人的个性确实与生命遗传、自然环境以及主观意志的状况相关联，这些都是人的个性形成
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些因素的任何成分或总和都不是人的个性形成的根本。
因此，在这个范围内无论把人的个性的起源归结为何种因素，都不能找到个性的真正源泉。
看来，要真正发现个性的源泉，首先必须从思维方式的改变人手，彻底破除仅仅从人的某一属性或某
一因素理解人的思想观念。
　　人的个性与人一样，不是先天给予的，不是人被动地适应环境的消极产物，当然也不是人通过单
纯的主观意志与精神活动选择的结果。
就其真实性而言，人的个性是后天生成并可以升华发展的，是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主动创造的作品
，是人在生活实践的现实活动中不断超越自我、创造自我的文明成果。
这样看来，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创造、进步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的个性起源与生成的历史。
　　通过对人们日常的“个性”观念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从根本上说这些观念由于不能从人的
“本性”与人的“个性”的内在关联去理解、把握“个性”的真实内涵，但“个性”一词在日常生活
中的大量使用却足以说明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在事实上追求着自己的“个性”，实现着自己的“个性”
。
这种情况说明，人的“本性”正在以人的“个性”的方式在现实中实现着，“个性”作为人之为人的
标志的意义与价值已经为人们所发现。
从理论上达到对“个性”概念符合其本质的理解有助于人们对“个性”的追求从自发走向自觉，同时
使这种追求摆脱表面进入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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