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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七卷，较全面、系统地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49年到1992年在中国传播
和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
一时期的曲折发展过程；书中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客观
地评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马克思
主义哲学家在哲学理论上的新贡献；初步分析了毛泽东
在晚年的主观主义失误；深入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的
反动哲学观点；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揭
示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容。
同时，还如实地介绍了新中
国建立以来哲学战线上历次重要论争的情况，以及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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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
展（1949年―1957年）
第一节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开创了新局面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以及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
三 《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及其反响
四 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
第二节 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
一 对赞扬电影《武训传》中唯心史观的批判
二 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三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指示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运用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
二 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 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与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探索
一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二 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的初步阐述
第五节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一 坚持对立统一规律 反对“无矛盾论”
二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三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
四 “双百方针”与真理发展的规律
第六节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一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
二 坚持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 反对个人崇拜
第七节 对若干哲学问题的探讨
一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二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三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
四 关于真理问题
五 关于美学问题
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1957年
―1966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阐发
一 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立面结合的思想
二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三 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
四 辩证法规律一元化的思想
五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新概括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进展
一 重提实事求是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二 自由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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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质可以变精神 精神可以变物质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运用和发挥
一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地位作用问题
二 关于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
三 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
一 关于读书的建议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
三 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四 关于哲学的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活动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分支学科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 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的争论
二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
三 关于“一分为二 与“合二为一”问题的讨论
四 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
五 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的讨论
六 关于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
七 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
八 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
简短的结论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的失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猖
獗（1966年―1976年）
第一节 毛泽东晚年主观主义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延续
一 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唯心估量
二 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空想论思想
三 背离唯物史观的个人崇拜思想
第二节 林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篡改
一 大念“政变经”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一切”的谬论
二 大搞“造神”运动 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
三 鼓吹“精神万能”散布极端的唯意志论
四 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
五 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 兜售“立竿见影”论
第三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和篡改
一 篡改对立统一规律 鼓吹“斗、斗 斗”哲学
二 反对所谓“折衷主义”鼓吹形而上学的绝对化
三 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
四 编造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规律 鼓吹“全面专政论”
五 大搞实用主义 宣扬所谓“斗争需要论”
六 开展所谓“评法批儒”肆意篡改中国哲学史
第四节 党和人民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纯洁性的斗争
一 李达 罗荣桓、罗瑞卿等对“天才论”的批判
二 彭真与《二月提纲》
三 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等与“二月抗争”
四 周恩来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
五 邓小平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思想斗争
六 来自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批判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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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
立（1976年―1992年）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展开
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四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二 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先河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
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矛盾问题的再认识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主要矛盾
一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的历史过程
二 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
四 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改革
一 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二 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三 在中国发展生产力就是搞现代化经济建设
四 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
第五节 社会主义本质――矛盾多样性的统一
一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 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
三 社会主义一般和特殊性的辩证法
第六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一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的演变
二 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第七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 对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反思
二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第八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涵义
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第九节 社会主义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的再认识
一 社会主义社会特殊形态阶级斗争的内容 性质和特点
二 重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十节 “一国两制”论――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一 “一国两制”理论是实事求是运用的典范
二 “一国两制”理论的辩证法思想
三 “一国两制”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十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新进展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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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简短的结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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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