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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体性问题由来已久，它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
所谓主体性，顾名思义也就是主体的属性。
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可以说，即使不是人的现实本质，也是人的现实本质的直接反映，
是入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本质。
而主体性的发展和深化，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主体性意识的获得标志着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发展过程的真正开始，对主
体性问题的考察则是我们进入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我们解读整个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
一个重要视角。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对主体性问题的批判考察也是我们更加准确、
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本质和特征的一个前提条件。
因此，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意义深远。
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问题的提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总是相对于一定的时代并
在一定的时代中才能凸显出来。
在人类已迈入21世纪的今天，人类在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极大的物质丰裕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
生态灾难、核战威胁、人际关系冷漠等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负面产物。
于是，作为现代化进程及其思想观念的支撑物——主体性作为问题便凸显出来。
在人类主体意识空前觉醒的现时代，人们越是追求自己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意识越强，在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入与人等关系上就越是陷于主体性的困惑与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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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从人的主体必性历史生成来阐发马克思哲学主体性思想的真实内涵，并通过对“缺乏历史之
维的传统主体性解析”、“主体性生成的思维方式”、“主体性生成的历史过程”，“主体性生成的
社会理想”以及“主体性生成的历史困境及其当代启示”等五个方面的考察，来展现马克思在主体性
问题上所实现的从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现成性思维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生成性思维的根本转换。
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切地领会在主体性问题日益显露的当代，马克思历史生成的主体性
思想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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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海英，女，黑龙江省牡丹江人，1977年4月出生，1995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系，1999年获哲学学士
学位，200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在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工作，曾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和报刊
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了《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习与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调研报告》等多部书籍的编辑工作，承担并参与了中宣部委
托的课题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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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德认为人是自由、解放的主体，但自由存在于彼岸，只能追求，不能实现。
而马克思这个命题的意义恰恰在于把自由、解放归属于人的特性，把外在于人的抽象自由还给了人。
自由与解放不是高卓于人的外在决定，也不是人的主观玄想，它是人自身“类生命”的存在发展的终
极目的和根本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也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类本质。
动物的生存与自然同一，动物的生命活动受自然界直接规定，因而是“他由”的自然过程。
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对象，人能通过“自由的自觉
的活动”来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人自己是自己存在发展的根本理由。
①这样，自由与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已经不是解释世界的抽象概念，它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生
活的目的与实现，就是人本身。
”④其次，马克思将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获得奠定在了实践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全面占有
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实践过程。
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因为实践不仅是世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人
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
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时敏锐地注意到旧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认为人的活动只是“
解释世界”。
而马克思哲学的立场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因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只把人看作是消极适应自然界的“感性的对象”，阐明了人是能以自己的
“自主活动”来改变自然界，从而从自然界中分化和解放出来的自由的“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变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白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
生活。
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①人的实践过程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调控过程，是人通过实践，充分发挥作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去
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根本上变革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表现为世界的完善化，也表现为人自身的完善化，是这两个完善化的统一。
这种通过实践所实现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人自由、解放境界的实现。
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解放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另外，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历史性。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创造过程就是人逐步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
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旨归。
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
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一种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先验设定，而是由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形成的不可抗
拒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哲学认为自由和解放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历史的发展，一步一步地解除人的束缚，亦即使人一步一步地得到解放。
解除束缚和得到解放，就是获得自由。
人类只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不断地赢得自由，而人类赢得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解放的
过程。
正因为自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人类的解放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活动。
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类的自由、解放从传统哲学的思想活动的维度转变为历史活动的维度，而这种只
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的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
、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
因此，人类的解放或获得自由的程度具有与人的历史进程同步的特点，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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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历史的每一重大进步，特别是标志着人的实践活动水平的劳动工具的重大
进步，对人而言都有某种解放的意义，是人走向彻底解放的必要阶梯。
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实现了高度的吻合，历史创造过程就是人获得自由解放的过程。
可见，当马克思将人类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看做是人的“类特性，，时，是以具有历史性、生成性的
人取代了传统哲学中本质主义的、抽象的、现成性的人，他说明人并不是一种单纯由理性、精神或自
然力所决定的受动的客体性存在，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生成性的主体性存在，自由与解放
是其生成的动力与目标。
当马克思将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获得奠定在了实践的基础上时，是以现实、开放的人类活动取代传统
哲学抽象、封闭的理论思辨而成为实现哲学旨趣的手段和途径。
他说明当思辨的理论将逻辑理性与人的生命相等同时，其结果必然以逻辑消解生命，以思辨逻辑取消
了生命的现实逻辑，自由与解放依赖于“环节的必然性”时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了。
只有现实的实践可以使人不受任何先验尺度、任何逻辑理论的限制，反而能处处运用“自己的尺度”
，去创造生活，获得自由解放。
当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的历史性时，是以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生成性取代了传统哲学对人
类存在的先验性和预成性规定。
他说明正是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使人认识到，任何将某种绝对终极的、先验的、永恒原则置于人的现
实生存之上，并预先规定人的全部生活，从而使人丧失自由与解放的传统理论都是不可取的。
人类的存在过程也就是他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是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以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哲学的理论旨趣，标志着马克思已由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现成性
思维转向了历史性、生成性思维。
历吏性、生成性思维方式的产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创立，推进了哲学思维方式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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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人类自身主体、主体性的关注，事实上从我读本科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几年宝贵时光中，由于兴趣使然，我对主体性问题又做了进一
步的探究。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可看做是对我十年来哲学学习的一个小结，而这个小结凝
聚了我太多的回忆和感慨。
1995年，我作为黑龙江省的保送生被吉林大学第一届“哲学国家文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
地”免试录取，由此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历时十年，有机会生活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这个充满学术气氛的环境中，
是我人生的一次良缘。
在这最美好的十年青春时光中，我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不仅是因为这里有知名的教授，而且更是因为
这里有浓厚的学术积淀和精神世界。
这种人文环境是陶冶我精神生长的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就没有我今天的学术旅程。
在这里，我要感谢吉林大学哲学利会学院各位老师对我的培养。
能够师从艾福成教授，同时受到哲学社会学院高清海、杨魁森、孙正聿、孙利天、刘福森、贺来等诸
爹学养深厚的学者们思想的陶冶，这大概是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唯一能够体验到的那种人生领悟和精
神觉醒的感受，不管自己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学业进步与成就，仅仅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对幸福和知足有
深刻的认识。
他们的哲思将成为我一生都珍视的宝贵财富，他们的智慧将永存于我心中，十年的光阴铸就了母校和
学院将是我永远的第二故乡。
老师遇学生和学生遇老师，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很幸运成为了艾福成教授的学生，是他将我引
上了学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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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体性:与历史同行》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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