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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马克思历史观》，本书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人
的解放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以人的解放为红线，探讨了人的本质理论、劳动解放理论、生产
力解放理论、生产关系解放理论、资本批判理论、思想解放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的解放的历
史发展形态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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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树光，男，汉族，1968年3月出生，湖北黄梅人，华中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黄冈师范
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先后主持和参加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单位资助的各类项目15项，获湖北省委宣传部专题优秀文章三等奖1项，黄冈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已出版专著1部，编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目前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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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第二章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形成发
展  第一节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目标的确立  第二节  追求政治自由和政治解放  第三节  普遍人的解放
命题的确立  第四节  唯物史观起源  第五节  唯物史观辨证法的确立  第六节  人的解放的历史运动规律
的初步阐明  第七节  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庄严宣告  第八节  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和资本批判第三章  人
的解放理论的逻辑原点  第一节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  第二节  人的解放的基本方面  第三节  
人的自由与人的解放第四章  劳动与人的解放  第一节  马克思的劳动范畴  第二节  物质生产劳动的生成 
第三节  异化劳动与人的解放  第四节  物质生产劳动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基础第五章  生产力与人的解放  
第一节  生产力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生产力与人的解放  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人的解放第六章  生产关系
与人的解放  第一节  生产关系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  生产关系与人的解放第七章  资本生产与人的解放  
第一节  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二节  资本的本质  第三节  资本生产创造了通向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第四
节  资本生产创造了通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第八章  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第九章  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
解放  第一节  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  第二节  无产阶级革命第十章  人的解放的历史发展形态 
第一节  人的依赖关系的异化社会形式  第二节  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社会形式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开始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  第三节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
关系  第四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  第五节  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体的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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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有人反对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解释马克思实践哲学，例如，马尔库塞
认为从“在财物世界满足需要的概念出发，就不能完全认识劳动的事实情况，这样的理论至多只能把
劳动解释为‘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甚至连这种解释也做不到”。①在我国，则有人认为“学
术界就关于唯物史观对需要问题的研究，仍然保持着一套经济学语言，至今还未曾与政治哲学联系起
来。”我认为，这种看法要么表明他们离马克思很远，要么表明他们对马克思的无知。　　正如前所
述，只要是人，他就根本不可能只管拿起自然对象而不必对之作任何形式的改变就可以直接地享用着
，从而可以生活着，更谈不上去享受生活。人所依靠、所需要的自然对象在自然界中不是直接存在的
，这对人来说，就是人的一种缺乏状态。而人对外界对象则始终存在着“需要”、“欲求”。我们知
道需要与生命的特殊存在方式密切相关。生命是生物大分子物质（核酸、蛋白质、酶、多糖）存在和
运动的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在于这个物质体系的新陈代谢、自我复制和自我调节。生物总是
要不断地从生活的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并把它们同化为自身的组成成分；同时经过异化作用又不断
地将废物排出体外。通过新陈代谢，生物体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生物体由此得以生存
和延续。由于生物新陈代谢的作用，它必须主动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生物对
外界物质和能量具有一种趋利的需要。同时，还要主动地防范敌害，具有避害的需要。所以需要成了
生物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需要得到满足，行为活动也就终止，这样，需要又是生物一切行为活动
的归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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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树光编著的《当代学术文丛：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马克思历史观》在立足于马克思的文本的基础
上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以人的解放为红线重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
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主要内容。人的解放规律实质上就是人的活动发展规律，而唯物史观就是人的
活动规律。从理论的本质来看，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解放的一般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
解放的特殊理论，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当代学术文丛：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与马克思历史观
》以人的解放为红线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体系，探讨了人的本质理论、劳动解放理论、生产力解放理
论、生产关系解放理论、资本批判理论、思想解放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的解放的历史发展形
态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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