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0949758

10位ISBN编号：7560949754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叶泽雄

页数：1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

前言

毋庸置疑，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人们对
发展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目前，随着环境污染和全球问题的日趋严峻，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过
。
发展问题关系到人类共同的利益。
从时代背景上看，引起人们对发展问题深切关注的缘由，概括地说，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
问题”的形成；二是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世界历史”的形成。
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因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全球问题的形成
，以及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世界历史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谓全球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尽管全球问题的形成蕴涵积极或正面效应，但人们尤为关注的是其消极或负面效应，即全球性的困境
、危机、极限，诸如粮食奇缺、能源不足、资源匮乏、污染严重、生态失衡等。
虽然“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的，但“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
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得以往存在的那种限制民族和国家交往
的自然隔阂和屏障逐一被打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愈来愈在生产和消费上成为一个相互关
联的整体。
与全球问题一样，世界历史的形成亦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
其正面效应是形成全球分工、全球贸易、全球通信、全球合作等的发展格局，使区域与全球、民族与
人类、国度与世界之间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其负面效应则是出现了人类共同性社会问题，如气候控
制、生态平衡、保护大气臭氧层、和平利用宇宙空间、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原子能的和平利
用、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与交往、环境保护等。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发展本质等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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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当代社会发展观导论》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全球发展的宏大背景，既依托于又不
拘泥于各种具体发展理论和实践，尝试以哲学的方式对社会发展观的基本问题，诸如发展本质、发展
理想、发展道路、发展规律、发展代价、发展目的等进行一种前提性批判与反思，力求在此基础上为
社会发展确立合理的价值坐标和意义支撑，为各种具体发展问题的解答提供可行、可鉴的理论框架和
运作思路。
阅读此书，你会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蕴涵的当代价值，社会理想构建的合理与否对于人类历史进程
的影响，社会规律存在形式和作用方式等的性质和特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社会
发展的人为性与为人性的辩证统一等问题有更深层的理解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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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理性破缺与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当时代步人新的世纪时，已逝的历史往往给人的心灵留下几分困惑
和迷惘；同时，新纪元的曙光仿佛又向人们昭示着：未来的历史将会出现新的希望和转机。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的出现反映出已步入新世纪的当代人对自己未来精神生活的关注，更反
映出当代人对生活现状的某种焦虑与期望。
这焦虑来自于传统价值观念已丧失其权威性，新的价值观念尚未确立起来，这一“时间差”给人们的
心灵造成一种不安宁和无所依赖的感觉；这期望表达出人们对未来安身立命之处所进行的思考、反省
与追求。
现代一些人之所以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迷惘之中，从思想根基上讲是源自于长久以来对于理性和科学的
盲目崇拜和过分仰仗。
的确，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和理性的力量。
对理性的崇尚和顶礼膜拜，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传统西方哲学。
传统西方哲学有两个基本理论支柱：第一，相信万物本原的存在，并把解决本原问题作为解决其他问
题的基础。
绝大多数传统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还是二元论者，都对此坚信不疑，尽管他们
对本原的理解是多么的不同。
如唯物主义者中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霍尔巴赫等分别把水、火、原子等物质的具体
形态看成是本原；而唯心主义者中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黑格尔等则分别
把数、理念、形式、单子、绝对精神看做是世界的本原。
第二，古典理性主义。
相信理性可以把握本原，并把完善理性工具看做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
传统哲学家们大多自发地相信人的理性的权威，认为凭借理性就可以把握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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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名社会哲学及社会认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社会发展问题始终是我学术生涯中关注和思考
的重点。
我深信，对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其主旨都是朝着完善人和人性这一主题的复归而
进行的。
在人类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的今天，现实社会如何发展，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应如何选择，中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在“地球村”时代的发展轨迹中应有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整个世界间的关系又是怎
样等问题构成了我思考的核心。
近几年来，本人围绕这些问题收集和阅读了大量文献，并结合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撰写了一些相关
文章，但总觉得言而未尽，不够系统与全面。
尽管本书未能真正实现我最初的愿望，但较之前期研究自以为前进了许多。
事实上，对社会发展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本书不想对涉及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事无巨细的考究，也不想构建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哲学体系，
而是想依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上对贯穿于发展实践中的“一般问题”，即涉及社会发
展观的问题作一些前提批判与反思，以求在实践层面上为社会的合理发展提供可能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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