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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
评论了1917年至1953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发展，其中包
括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哲学思考，斯大林
哲学思想的功过是非，布哈林、德波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
义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运用和争论。
本卷
对若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努力从翔
实的材料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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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十月革命后社会历史概况和哲学发展线索（1917―1953年）
第一节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一 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二 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三 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是永存的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 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对哲学提出的要求
二 新时期哲学发展的分期和基本特征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
一 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的方法论
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1917年11月―1920年12月）
第一节 列宁总结历史新经验 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
一 列宁从实际出发对过渡时期学说的发展
二 列宁对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科学分析
三 批判考茨基 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四 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 开拓社会主义运动辩证法研究的新篇章
第二节 列宁从哲学高度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一 围绕布列斯特和约争论中列宁阐述的哲学思想
二 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
三 提出两种制度和平相处的思想
四 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三节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一 “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二 列宁对“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哲学批判
三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第四节 由战争向和平转折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一 实现转折的客观依据
二 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
三 工会问题的争议中列宁的哲学思想
简短的结论
第三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19211922年底）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一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
二 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第二节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一 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
二 过渡时期所有制的复杂结构
三 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四 小农经济及其改造问题
第三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商品 市场的关系
一 从《哥达纲领批判》到“战时共产主义”
二 伟大的转折：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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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列宁论社会主义计划与商品 市场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 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争取自身生存的条件
二 要善于将苏维埃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结合起来
三 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第五节 列宁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辩证法
一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
二 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创造性
三 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
简短的结论
第四章 列宁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1922―1924年1月）
第一节 列宁的哲学遗嘱：在经济转轨时期战斗唯物主义的迫切意义
一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的历史背景
二 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
三 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四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科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
五 注意概括当代科学成就和新的历史经验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六 重视新道德的建设培养造就一代新人
第二节 列宁病中口授文章和书信中的哲学思想
一 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反思
二 反思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第三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
一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构想的思想轨迹
二 列宁新构想的基本特征
三 经济建设的构想
四 文化建设的构想
五 政治建设的构想
六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战线的论争（1924―1936年）
第一节 苏联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况
一 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二 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三 对黑格尔 斯宾诺莎等哲学思想的研究
四 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节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一 围绕列宁主义的定义 思想来源 基本原则的争论
二 围绕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争论
第三节 布哈林哲学思想及对其平衡论的批判
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 苏联哲学界对布哈林平衡论的批判
三 关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几个理论观点的批判
第四节 苏联20年代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论争
一 机械论者学派及其哲学观点
二 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争论
三 批判机械论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第五节 30年代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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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波林及其哲学思想
二 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
三 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后果
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
苏联哲学 （1936―1945年）
第一节 联共（布）中央对哲学研究的不适当干预
一 批判德波林学派一再升级
二 下令改写《哲学史》第3卷
第二节 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撰写发表和反映
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历史地位
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前后的苏联哲学
第三节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哲学问题
一 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学说在新时期的方法论意义
二 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
三 关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总思路
四 从思想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
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战后时期的苏联哲学
第一节 1945 1953年苏联哲学发展概况
第二节 1947年苏联哲学讨论会
一 哲学讨论会的概况
二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
三 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
四 关于批判与继承问题
五 哲学讨论会的影响及其后果
第三节 1950年语言学问题讨论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一 关于语言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二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三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四 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
第四节 1951年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 关于经济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二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三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四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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