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属人的世界
丛书主编：韩喜平

本书著者：杨洪兴

编 委 会：韩喜平　邵彦敏　吴宏政

　　　　　   王为全　罗克全　张中国

　　　　　   王　颖　石　英　里光年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属人的世界/杨洪兴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9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ISBN 978-7-5534-2585-6

Ⅰ.①属…Ⅱ.①杨…Ⅲ.①人性－研究Ⅳ.①B82-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4651号

属人的世界
SHURENDESHIJIE

丛书主编：韩喜平
本书著者：杨洪兴
项目负责：周海英　耿　宏　徐志均
责任编辑：金　昊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431-86012753
印　　刷：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960mm  1/16
字　　数：100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4-2585-6
定　　价：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方联系调换。0431-86012746



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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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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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

会，又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创造了人化自然和人类

社会。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构成属人的世界。人在实践活

动中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和

制约自然界，不断改变自然界，使自然界不断人化，构成了人

类社会的无机身体。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

等全球危机问题，并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平衡关系的严重破

坏，实际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

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

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在实践中形

成了人的社会关系体系，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构

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社会生活是借助文化而实现的。神话、宗教、习

俗、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各种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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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生活。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构成了属人的世界。在

属人的世界中，人才具有了属人的生活。

一旦生产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将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相互利益的完全和解。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为个人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条件。人们在开放的世界体系中，表达自己的生命意

愿，并把世界本身的完美当成自己的使命。

只有到了这时，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才能化

解，人才能真正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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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劳动创造属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人并不是生活在纯

粹的自然界之中。人以创造性的劳动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在这

种劳动中，人一方面改造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无机身体或者

说是更加符合人所需要的自然；另一方面，人也创造了社会。

人化的自然与人类社会，就是人通过人且为了人创造的属人的

世界，这是现实的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第一节　人化自然

一、劳动创造人本身

自然界是指人之外的世界，属于盲目的自然力量相互作用

形成的世界。

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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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联系。各种事物相互联系又形成了一个世界整体。我们

可以称之为自然界。

自然界最初表现为无生命的无机界。如山脉、土壤、河

流、海洋。在无机界只存在物理化学运动而没有生命运动。

随着地理变迁，在茫茫的太阳系中，地球产生了生命现

象，并出现了生命大分子。今天我们能观察到的最早出现的生

命现象就是变形虫，变形虫即是生命大分子，没有感觉器官和

内脏系统，它只能通过触动而包围食物，进行融化，吸收养

分。这种生命现象，我们称之为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如向

日葵、含羞草都具有明显的生物刺激感应性。

在生物刺激感应性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出了动物的感觉

和心理。动物有感觉系统和大脑，它们能对外界的事物做出本

能化的选择。这种本能化的选择能力是物种在长期适应环境的

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遗传能力，是任何物种的个体天然具有

的生存能力。大型物种，如虎的生存本能需要在自然环境中长

期适应才能显现，一旦幼仔时期远离自然环境或在人工饲养的

环境中长大，就会产生本能退化，而无法适应自然界的竞争法

则。

高等动物之间存在较强的分工协作关系。这是为了确保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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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稀少的状况下，整个族群能及时捕捉到猎物。尤其是以活

动目标为食物的大型食肉动物，更加依赖分工协作，否则就会

出现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甚至种群灭绝。

至于食草动物之间的分工协作主要表现在防御食肉动物的

捕食中。他们通过通力协作增加了食肉动物捕食的难度，甚至

多数情况下可以逃脱捕杀。

动物在分工协作中，产生了各种感觉和心理活动。他们通

过各种感觉和心理，表达彼此关系并获取所需之物。直接展现

心理和感觉，而不借助任何文化形式，是动物处于自然状态的

最好证明，有些动物也会借用纯自然的事物，向其他动物展现

自己的心理和感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萌芽。

狗在食物的刺激下，立即会分泌唾液，这是无条件反

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通过给狗进食摇铃，发现狗对符号也能

作出反应，这叫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表明动物也能反映与生命

建立了暂时性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这大大加强了动物的反应能

力和活动能力。以实物的刺激为“信号”而引起的条件反射，

叫作第一信号系统，它是一般高等动物都具有的信号系统。

从动物的生物活动进化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了与之相

适应，人的意识所需要反映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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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系统逐渐不能满足这种反映的需要，因而出现了第二信号

系统。第二信号系统也就是信号的信号——语言和文字。

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人类产生了思维能力。人的

思维是抽象思维，它以语言为中介，是对事物本质的规律的把

握。对规律的把握，使人不仅能利用现有的事物而且能创造属

于人独有的世界。从此，人开始了人的生活。

胚胎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人类

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在猿向人演化的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类人猿最初生长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利用四肢在树上攀爬

并摘取果实。由于地理变迁，森林大量消失，类人猿被迫来到

地面，使前后肢的分工得以产生。后肢主要用来行走，前肢用

来抓取食物。这种前后肢的分工，为日后制造和使用工具打下

了良好的生理基础。在复杂的地面生活中，类人猿逐渐形成了

较强的群居性特征，这为它向人类演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当类人猿采用加

工过的工具获取生活资料时，人类的劳动就产生了，这同时也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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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的诞生的标志。

首先，劳动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必要的可能。人要

改造自然界，使之满足自身的需求，这是不同于动物的独特现

象。动物只是适应自然环境，不需要发现客观规律，而人恰恰

相反。他们必须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为此人类必须具

备抽象思维能力，这就产生了思维的必要性。亿万次的重复劳

动，使人类逐渐形成了逻辑推理和概括能力，这样就产生了思

维活动，并最终形成了抽象思维能力。

其次，劳动促使了前后肢分工的固定化，为人类创造和

使用工具、改造世界提供了可能。最初人类利用现成的石块、

木棒作为工具来获取食物、构筑巢穴、防御兽类侵袭。当人类

逐渐从使用天然工具到学会自己制造和使用工具，就形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劳动。前后肢的分工，使人有了改造一切的万能工

具。

再次，劳动促使语言的产生。劳动中的分工协作、相互

呼应，促进了简短的呼喊的产生，这是语言的萌芽。当在劳动

中， 如果“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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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产生语言。语言的产生，使人脑可以利用抽象的概念来思

考事物，更一般地掌握了事物活动规律，从中找到依据，使人

类的意识得以产生。

最后，在劳动和语言的推动下，猿脑变成了人脑。随着人

类生活逐渐复杂化，它的容积不断变大，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

和严密，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的劳动是在集体和社会中进行的，所以离开了集体和社

会也不会有人的产生。在集体和社会中才有语言和创新的必要，

个体没有了集体和社会，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不可能成为

人。1920年，在印度发现了两个被狼哺育的人类女孩，其中一个

发现不久即死去，另一个大约七八岁，起名卡玛拉。起初她用四

肢爬行，惧怕强烈的光亮而习惯夜间生活，不食素，一见生肉便

扑过去，对人抱有敌意，不会讲话而只会像狼一样地嚎叫，没有

抽象思维能力。尽管人们对她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在她十岁死

去的那年，她的智力水平还只相当于四岁小孩。这个事例，证实

了马克思的论断：“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

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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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意识和动物心理具有本质的差异。动物只是适应外界

环境，无须改造外界，也不能改造外界，而人则要改造外部世

界，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动物的心理和人的意识的

本质差异。

第一，动物以具体形象的感觉来反映事物，而人则是以

抽象的概念来反映事物。具体形象属于感性认识，只能反映现

象，而不能反映本质。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猴子经过训练可以

学会用水桶从水缸里打水浇灭燃烧着的火，如果把两只船连接

在一起，猴子能走过跳板从另一只船的水缸里打水来灭自己船

上的火，而不能就近用湖水来灭火，因为它不懂得“凡是水都

能灭火”的本质和规律。

第二，动物无法用语言反映事物，而人可以用语言进行沟

通。语言属人类独有，并十分繁杂，而动物则只会用声音传递

信息，尚属本能，十分简单。

第三，由于长期受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人类的感性认识

能力远远超越了动物的感觉能力。经过专门培训的黑色制品工

人能辨别四十多种不同色度的黑颜色，而一般人只能看出两三

种色度。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人能用手摸出面粉的质量以及麦子

的产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鹰比人看得远，但是人的眼睛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10

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

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

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

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①

第四，意识是人脑的属性，而动物的大脑则无法思考。现

代自然科学证实了人脑皮层有专门管理语言的部位，有语言中

枢、听语言中枢、运用语言中枢等；而猿类大脑皮层只有少数

与发音有关的点。

总之，劳动的出现，标志着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并开始

了自己的生命旅程。

二、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劳动的出现，标志着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但是人类社

会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存在。社会生活首先是自然界发展的一部

分。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在实践中形成的、始终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纳入了社

会的物质交换关系，是具有社会物质性的交换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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