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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及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规律，力图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包括哲学及其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基本特征、物质与世界、实践与世界、社会与实
践、个人与社会、联系与发展、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特殊性、辩证思维的方法及其特征、真理与价值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等内容；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建
构上有较大突破，既以高等师范院校政治、法律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为使用对象，又具有
较广泛的适用性，并可作为高等学校哲学专业的教材、“两课”教学和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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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哲学及其历史演变　一、总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认识　二、反映、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
　三、人类存在矛盾性的理论抽象。
哲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　四、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表现形式　五、哲学的基本派别和主要派别　六、
哲学的历史演变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基本特征　一、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　二、马克
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　三、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
一。
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四、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致性　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人生　观
、世界观、价值观　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第三章　物质与世
界　一、物质：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二、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当代意义　三、自在自然的物质
性、先在性与人化自然的社会性、物质性　四、人类社会形成的自然前提和现实基础。
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五、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六、人类意识的产生和本质。
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　七、意识的结构和自觉能动性。
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八、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第四章　实践与世界　一、实践：人类能动改造
物质世界的活动　二、实践：人的存在方式。
对象性活动是实践的本质特征　三、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　四、实践运行的内在机制。
实践活动中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　五、实践：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六、实践：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七、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实践是现实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第五章　社会与实践　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社
会结构：交往关系的制度化　三、社会的经济结构。
生产力标志着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四、阶级：特定经济结构中的人群共同体　五、社会的政治结构
。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六、社会的文化结构。
文化的社会功能　七、不断自我更新的社会有机体。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维系着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第六章　个人与社会　一、“有生命
的个人”与“社会的个人”。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　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人的个性化与社会
化及其关系　四、“社会生产人”与“人生产社会”。
人是历史的“剧中人”　和“剧作者”第七章　联系与发展　一、世界的普遍联系与系统联系。
物和物的关系和“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二、世界的永恒发展及其规律性。
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规定性　三、反映联系与发展相统一的决定论原则　四、质
量互变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与当代科学中的突变理论　五、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八章　社会
发展的规律及其特殊性第九章　认识发生的过程及其规律第十章　谚语思维的方法及特征第十一章　
真理与价值第十二章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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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哲学及其历史演变:六、哲学的历史演变：哲学的历史演变不仅表现为不同哲学派别的争论与
冲突的展开，而且表现为阶段性的理论变革和进步。
古代哲学推动人类的生存从自在转向了自为，提高了人类的理论思维水平，但它并未自觉意识到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只能直观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直观地理解为存在物
之间的关系，或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之间的关系，或个别存在与一般存在之间的关系。
尽管古希腊的德尔斐神殿刻有“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但并没有改变古代哲学力图从永恒不变的“初
始本原”或“终极存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世界万物的本性（包括人及其行为的本性）的理论思路。
这一理论思路经过柏拉图的理论加工，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规定为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认为哲学是探求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终极存在，“
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最高智慧”。
在古代哲学中，存在脱离现实事物和现实的人，成为一种抽象的凌驾于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力量。
也就是说，人的存在及其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价值尊严等问题都被抽象掉和消解掉了。
从整体上看，古代哲学是一种从人之外去寻找整个世界的“本原”或“秩序”，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
的本体论哲学。
尽管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即伊壁鸠鲁哲学、怀疑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推动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伦理
化转向，但并没有因此真正转向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掘，相反，却使古代哲学走人了相对主义的困境。
中世纪哲学不仅使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而且还沿袭着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因而它不可能解
决古代哲学的困难。
将哲学从古代哲学理论框架中拯救出来的是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近代哲学。
认识论转向的完成是通过17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完成的。
经验论的肇始者是培根。
培根以“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命题，通过强调真理性知识依赖于科学实验以及经验归纳方法，提出
了经验论的认识原则。
洛克在培根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凡是存在于理智之中的无不首先存在于经验之中”这一经验
论的认识原则，把人类的心灵与外部世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确立为感官经验。
洛克有力地驳斥了唯理论的“天赋观念”原则，但他最后却陷入了知识来源于感官经验，而对经验之
外的存在的解释又来源于知识的循环论证之中。
贝克莱通过取消物质实体，强调“存在就是被感知”，试图将经验论的原则贯彻到底以解决洛克的困
难。
但是，由于他肯定并且只承认精神实体是观念的原因，背离了经验论的原则，仍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困
境之中。
休谟反对从任何实体存在出发来说明知识的来源及其真理性，主张把一切知识观念理解为人类心灵对
知觉印象的模仿以及习惯性的因果联想，但这种做法将经验论推向了“怀疑论”与“不可知论”，从
而彻底瓦解了经验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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