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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与文化的反思》

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
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本卷为“新时期
人与文化的反思”分册，具体包括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我国文化讨论兴起的原因及发展过程等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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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上篇 人的发现与震撼第一章 我国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讨论的兴起、阶段及大致过程一、
讨论兴起的国际背景二、人道主义、异化与人性问题的讨论在我国兴起的原因三、我国人道主义、异
化和人性问题讨论的发展阶段四、我国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讨论发展的大致过程附录：《人性
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第二章 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一、什么是人遭主义二、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第三章 关于异化问题的论争一、什么是异化二
、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三、社会主义与异化的关系四、异化理论的意义第四章 人与人性一
、人有人性吗？二、关于人学的讨论附录：《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王若水中篇 文化热在神州第
五章 我国文化讨论兴起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一、文化讨论兴起的原因二、文化讨论发展的大致过程三、
关于文化概念和性质的争论综述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二、关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五、关于文化的传
统与反传统六、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第七章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一、关于历史上的“中体西
用”说二、关于海外华裔学者的“中体西用”主张三、关于“西体中用”论四、“体”“用”范畴的
价值评估五、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一）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实质（二）中西文化的异同（三）如何
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第八章 儒、释、道与传统文化一、关于儒学与传统文化二、关于新儒家的争论三
、佛学与传统文化四、道家与传统文化第九章 人文精神问题讨论一、什么是人文精神二、中国有没有
人文精神的传统三、如何评价当前的人文状况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五、关于人文精神的建
构附录：盛洪《什么是文明》下篇 美学理论风云第十章 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步伐一、美学热在
我国80年代重新兴起的原因二、美学讨论的发展阶段三、80年代以来美学研究综述第十一章 美的对象
、本质和来源一、关于美的对象二、关于美的本质的争论三、关于美的本源第十二章 自然人化与美的
关系问题一、关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整体评价二、关于“人化自然”能否作
为美的主体的问题三、关于美感与美的关系问题四、关于美的规律问题五、关于异化劳动与美的问题
第十三章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一、实践美学的基本含义（一）人的本质与实践的关系（二）“
自然的人化”与关的本质二、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三、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关系第十四
章 美学其他问题的争论一、美与自由问题二、积淀问题三、艺术本质问题四、美感问题五、审美教育
问题附录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后记编辑后记

Page 3



《新时期人与文化的反思》

章节摘录

　　上篇 人的发现与震撼　　第一章 我国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讨论的兴起、阶段及大致过程
　　一、讨论兴起的国际背景　　在我国80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问题的讨论，像一场台
风，横扫了整个中国大地；像一场地震，震撼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事隔近20年来回顾这场讨论，我
们首先有必要探讨这场讨论兴起的原因。　　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人道主义、异化和人性
问题的讨论在我国的兴起，首先与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有关。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
主义的关于人的学说经历了一个被忽视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什么会被国际社会忽略呢?我们
知道，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过程中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在第二国际
时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的一些理论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结合工人运动和
革命政治活动，解释、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如下一些主要原因，他们在解释、宣传和普及
马克思主义时，却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给忽视了：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后期侧重于研究社会历史问
题和经济问题，注重对经济和社会的实证性研究。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
立的学说，就是只有实证性质的社会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而不是关于人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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