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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家乡，不是异乡：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的理论主题是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人类及其社会的永恒主题，它在现实中为价值观问题所突出，其深化则
有赖于在存在论或历史观层面上的拓进。
因此，本书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缘于价值观层面的讨论而起，而在存在论或历史观层面演
绎开展。
本书所做的工作主要是：（1）在祖国本土背景、制度比较背景、普遍交往背景及网络虚拟背景这样
的四重背景的现实基础上，讨论了突出体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价值观，从而不仅在理论逻辑
上、而且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提出理论主题；（2）分析了目前在个人与社会之关系问题上的两种错
误理解，即实体化的理解和功能化的理解，认为前者导致问题的抽象化，后者则在实质上取消了问题
本身；（3）提出了对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应当在两重意义上予以综合把握：个人存在与其
社会本质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4）从主体（实体）与关系（功能）相结合的维度
分析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现实形式，即是二者之间互相依存、双向互塑的共生与互动关系；（5）
在对社会本位论做共生论理解之拓展了的视界中，提出新集体主义的构想，并且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
证。
　　《是家乡，不是异乡：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除了上述创新之点外，在诸如（1）个人主
义的叙述逻辑；（2）个人之存在的真实性；（3）个人的真实性与现实的个人之联结；（4）个人的社
会性诸特点；（5）个人的真实性之限度；（6）共生论的同源、共生和互动这三个方面的联结；（6）
主体性个人的双向生成；（7）人道社会的多重生成；（8）集体主义的存在理由与扩展分析等问题上
，均所阐发新见，竭力独辟蹊径，试图在前人认识基础上有推进、有深化、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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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健（1964～），甘肃庆阳人。
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副总编辑、副研究员。
主要著述有《生命之约（重读尼采）》，合著《社会意识论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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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六种直观导言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其共生论理解一 传统的三
种思路及其内在关联二 一个显明的存在论事实三 现实中的价值观问题四 共生论理解的必要性五 本书
的基本内容和篇章结构第一章 问题的突出：个人与社会之关系问题的现实机缘一 祖国本土背景：新
时期的价值观冲突与选择二 制度比较背景：个人独立性的增长及其限度三 普遍交往背景：全球化形
势下交往与问题的普遍化四 网络虚拟背景：网络社会及其现实性简短的结语第二章 理论前史：非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及其基本缺失（上）一 西方古代哲学理论的简要回溯二 西方古典哲学的理论探
索三 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进展第三章 理论前史：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及其基本缺失（下）四 现
代社会哲学理论的解释五 &ldquo;新马克思主义&rdquo;的理解六 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解释七 非马克思
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缺失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解简短的结语第四章 &ldquo;现实的个人&rdquo;
：个人之存在的真实性问题（上）一 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之提出二 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之界定第五章
&ldquo;现实的个人&rdquo;：个人之存在的真实性问题（下）三 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之确证：逻辑的与
历史的双重意义四 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之特点五 个人存在的真实性之&ldquo;限度&rdquo;简短的结语第
六章 关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若干理解的逻辑考察一 实体化的理解和功能化的理解二 非辩证理解的理
论实质三 理论超越的进路选择简短的结语第七章 个人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一种共生论的理解（上）
一 个人与社会之同源：社会存在论分析二 个人与社会之共生：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塑第八章 个人与
社会的现实关系：一种共生论的理解（下）三 个人与社会之互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主体间性
问题四 附论：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形式种种简短的结语第九章 社会本位论的新视界：新集体主义
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性一 新集体主义概念的厘定二 新人：新集体主义的前提三 新集体主义何以可能四 
未雨绸缪：为新集体主义的现实化做准备简短的结语结语 全面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 坚持价
值论与存在论的统一二 作为积极资源的个人对于社会之依赖三 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塑造四 
新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主要参考书目附录 伦理的七大变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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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其共生论理解　　从人对世界的探究迄今所得到的成就而言，人是地球
乃至宇宙这样的世界概念中惟一可知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
人会反思，人有自我意识，这是一回事，也是可以借着经验得以证明的事实。
这一事实使得人能够把环境甚至他自身作为对象来把握，即对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以及人自身的反
思成为可能的一件事情。
对于人来说，他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象化的活动中，其反思的观念活动与对象化的实际行动才相以为用
、互为前提；这一看似循环的活动特性，却构成了人的活动的本质之点。
　　人的环境具有自然的与社会的这样的双重规定。
人仍然是大自然的居民，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然存在物。
但是，人之作为这样的自然存在物，乃是为社会所中介了的，即他已经不再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社
会才是他的直接而切近的生活环境。
即使在人的生活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所谓&ldquo;生存&rdquo;问题，直观上具有纯粹自然的性质，其实
说的仍旧是社会生活。
　　具有反思特性的观念活动及对象化的实际行动，主要地就是以这样具有双重性质的生存环境为对
象和空间来展开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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