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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的
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结合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选择了该课程教学中遇到的大学生们非常关注并需
要作出解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解析。
在对每一问题的解析中，还精心设计了历史资料汇纂、经典论述导读、理论问题透视、参考资料建议
等模块内容，使对问题的分析深入透彻，从而帮助师生更好地把握教材内容，释疑解惑，明辨是非，
加深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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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1．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
大革命　2．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　3．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　4．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
性的有机统　5．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以及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的贡献　6．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7．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8．马克思主义在当今面临的挑战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1．实践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2．本体论及其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3．信息的本质　4．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艺术思维、宗教思维的区
别　5．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　6．哲学视域中的主体和主体性　7．社会历史有无规律问题
争论的焦点　8．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9．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的关系　10．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科学发展观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　1．主客体的相互依存与“原则同格　2．中国古代哲学和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3．
实践证明与逻辑证明及其辩证关系　4．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与建构论　5．认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与西
方的非理性主义　6．如何看待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7．为什么说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8．恩格斯和列宁在什么意义上承认绝对真理？
　9．为什么说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10．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是否具有理论前提？
　2．社会心理与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3．如何正确界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
和作用？
　4．生产关系的“四分法”与“三分法”及其关系　5．历史发展的“五形态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6．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关系　7．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吗
？
　8．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
　9．从黑格尔“精神的人”、费尔巴哈“感性的人”到马克思“现实的人”　10．马克思关于人的本
质定义与人的本质的多维性　11．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　12．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参与历史的创
造吗？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1．为什么说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
　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在一致性　3．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　4．生
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5．为什么说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
　6．怎样理解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
　7．正确理解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含义　8．生产的自动化与剩余价值的来源　9．剩余价值占有方
式的变化并未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　10．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波动性　11．国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
体现　1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内容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1．垄断是帝国主义最
深厚的经济基础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干预的新变化　3．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4．反全
球化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思潮　5．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发展　6．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
经济的调节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吗？
　7．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优势？
　8．“福利国家”是否成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入口处”？
　9．历史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吗？
　10．金融寡头是资本主义国家“万能的统治者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1．空想社会主义是
历史上进步的、但不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2．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方式与和平方式　3．社会主义“多
国同时胜利论”与“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　4．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5．苏联解体的根源
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运行吗？
　6．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7．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是“反常现象”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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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吗？
　9．社会主义能否进行自我完善？
　10．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区分为“革命党”和“建设党”吗？
　11．怎样认识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人阶级？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1．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吗？
　2．共产主义渺茫吗？
　3．共产主义理想是“空想”吗？
　4．“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　5．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
一后记2007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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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涵 在什么是传统文化，如何来界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
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
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
是封建政治、经济的反映，它的理论核心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是多数学者都赞同的观点，如张
岱年、丁守和等均持此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封建文化，但是不能仅仅归结为封建文化，近百年来，中
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还应该包括近代文化以及“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甚至有学者认
为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宣传普及。
已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三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植根于自己民族土壤中的稳定的东西。
同时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淀，渗入了各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因此它是由历史凝聚、沿传的相
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总和。
第四种观点认为。
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非常广的范畴，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
第五种观点认为。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华夏民族与戎狄族文化长期碰撞、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基础上又融合
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文化圈（如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异质文化的结果。
因此它是多元素的综合体。
除了时代的差异，还有地域、民族等差异。
是多层次的立体网络结构体系。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界定及其内涵的理解上的分歧，学者们实际上未能形成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统一的认
识。
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往往从各自具体的学科背景出发。
以各自特殊的视角和方式去解释所造成的。
鉴于此，许多学者把研究重心转向理论形态的文化的研究上。
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个相对稳定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入手探究传统文化的内涵。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样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儒家核心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占绝大多数。
他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教育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主宰，居于核心地位。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获得“显学”地位，而自西汉王朝确定了儒家的独尊地位以后，尽管其间受到玄
学、佛教和道教的强烈：中击，但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
儒学的正统地位从来没有发生改变。
它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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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我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邀请，开始动手编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疑难问
题解析》一书。
该书的编撰遵从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该书体系框架和所选疑难问题均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二是该书所
选的疑难问题均是该课程教学中遇到的、大学生们非常关注并需要作出解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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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疑难问题解析(修订
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配套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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