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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为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优秀著作。
作者以简洁晓畅的语言和文笔，浅显的事例，娓娓道来，对什么是哲学、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等，
逐一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明，其写作方法新颖，内容通俗易懂，开通俗哲学写作之一代风气，自出
版以来，一版再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其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其理论和
现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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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思奇（1910.3-1966.3），原名李生萱，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
士。
他于1933年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奉调到延安，先后担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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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李公朴）关于《哲学讲话》著者第十版序关于新订重改本第一章  绪论  哲学并不神秘    ——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果树林里找桃树    ——哲学是什么？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两军对战   ——哲学的两大类别  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主观
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三分象人，七分象鬼   ——二无论、机械唯物论  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   ——辩
证唯物论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用照相作比喻  ——反映论  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  ——感性
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原来是一家人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由胡桃说起  ——认识和实践  
昌朋友还是豺狼  ——真理论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天晓得  ——-立场、观点和方法  无风不
起浪  ——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  不是变戏法  ——事物自己运动发展规律  追论雷峰塔的倒塌  
——质与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岳飞是怎样死的  ——对立统一的规律  没有了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第
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  七十二变  “谈虎色变”  规规矩矩  “在劫者难逃”  “猫是为吃老鼠而
生的”我怎样写成的《大众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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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一章里早已说过，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一种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根本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革命和反动的两个大营垒，在这两大营垒里，各自包含了许多社会地位不
同的人的集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
在人民的革命营垒方面，首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
一切进步开明人士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营垒里，有大地主、大官僚买办
资本家、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等的阶级和集团。
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复杂的阶级和集团，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和对于世界的认识
和看法，也有种种不同。
首先两个营垒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就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
在人民的营垒方面，根本的思想是希望中国得到解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独立、统一和富强的
国家；在反动的营垒方面，他们的根本思想却是不惜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目前是美帝国主义）的殖
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在中国建立起他们少数剥削者的专制独裁统治。
这是两个营垒的根本的对立思想，是两个营垒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相反的看法。
但是，两个营垒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
所有着的就不简单只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
同是站在人民的营垒方面的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解放的要求是各有差别的。
工人阶级坚决要求在中国解放之后能够得到彻底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样，工农阶级成为新的人民民主
国家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首先关心的是中国解放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
又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能和反动营垒始终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则常常表现动摇妥协的倾
向。
在反动营垒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集团是坚决反对人民的死硬派，另一部分由于与其他部分的矛盾冲
突，并且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往往竟能够和人民营垒方面形成一时的和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
甚至于结成统一战线。
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形来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
坚决反对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而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时就曾经在国内
外形势的逼迫之下和中国广大人民做了暂时的妥协——但在妥协中间仍然时时进行反对人民的活动，
并发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高潮。
抗日战争胜利了，情形就有了改变，从前和人民暂时妥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军阀、官
僚、特务集团），现在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站在坚决反对人民的立场上了。
我们讲了这一长篇，是想说明什么呢？
我们是想说明：在两个大营垒中间，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中间，因为都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
团，它们的地位不同，它们的关系常有变化，因此它们对于同一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
复杂的情形，并且也常会发生变化。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众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