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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突出地表现为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哲学都属于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共性。
但是在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上，它们又具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派哲学，绝大多数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剥削阶级的愿望，为剥削阶级
的利益和统治作论证，有的哲学家虽然表现出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但是，他们不能真正为劳动人民
的解放斗争服务。
剥削阶级哲学，由于其狭隘的剥削阶级偏见，总是力图把自己打扮成“全民”、“超阶级”、“无党
性的”哲学，掩盖其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历史上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第一个具备
理论体系的哲学。
它是以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去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为使命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阶级主张，掩饰自己的阶级面貌。
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即公开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
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哲学发展史上，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其具体内容、表述方式
、论证方法等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形态。
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哲学体系中又会包含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因此，在坚持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必须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的方法。
    唯心主义，在近代早期被称作唯灵论或有神论。
到18世纪，唯心主义一词才开始通用。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唯心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唯心主义阵营中，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把主观精神、主观意志夸大为唯一的实在、世界的本原
，当作第一性、决定一切的东西，因而称为主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我的感觉、观念、意志、情感等等的产物，没有“我
”就没有世界。
其代表人物，有中国宋代的陆九渊，认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明代的王守仁，认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在西方，18世纪英国的贝克莱认为：“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存在就是被感知”。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奥地利的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美国的杜威说：“世界是我的观念，我
的活动，我的经验’’等等。
主观唯心主义因为夸大了个人意识的作用，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因而必然走向“唯我
论”，即没有“我”就没有世界。
    唯心主义的另一种基本形式是把“客观精神”，即把虚构出来的离开物质世界的“理念”、“绝对
精神”、“理”甚至“神”等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这个“客观精神”的
表现和产物，因而称为客观唯心主义。
其代表人物，有中国宋朝的朱熹，他认为“理在事先”。
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存在一个超经验的、永恒的“理念世界”，感觉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
子”。
近代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独立不依的“绝对精神”。
自然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社会是“绝对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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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把人类的意识和精神绝对化、客观化、神秘化，把它看成是先于人类和物质
世界的东西。
科学证明，意识和精神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离开了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在其发展中分别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这是由人类社会实践与科学的发展水
平，以及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状况所决定的。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认为，
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及水、火、木、金、土、水五种元素构成。
古希腊和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不同的哲学家或是把水，或是把火，或是把原子看成世界的本原。
其中，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关于万物都由微小的、不可分的原子所构成的原子论，代表了古代朴素唯
物主义的最高成就。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一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发的结合。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在把“五行”当作世界本原的同时，还以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世
界的联系和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创造的，
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列宁评价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①赫拉克利特还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表明了“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
思想。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从总体上看，是基本上正确的世界观。
其基本特点是：第一，坚持了世界物质性的正确立场，并力图用物质的原因说明世界及其发展变化。
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谬论。
第二，承认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并猜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
矛盾。
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科学水平的限制，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它
们把万物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原初”的物质形态，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无限多样性及其内在
的差别性。
第二，它们对世界的说明是直观的、自发的、朴素的，带有猜测性，缺乏科学论证。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反映了人类在当时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竞长争高，这种朴素的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就为新的更高的历史形态所代替。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近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
和经院哲学的思想体系。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7世纪有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在18世
纪有法国的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在19世纪有德国的费尔巴哈等。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克服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猜测性，将唯物主义思想直接建立在近代实验自然
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提高到新的水平。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依据自然科学已经达到的成就，在自然观范围内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对实验自然
科学的新成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反过来又为自然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推
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意识地研究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坚持灵魂依赖于肉体，自然是认识的源泉
，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的唯物论立场；以无神论者的战斗精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神学和经
院哲学，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史上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绩，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机械性。
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机械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甚至把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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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机器。
这是由于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只有机械力学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从而使唯物主义带有浓厚的机械
性。
第二，形而上学性。
它用孤立的、本质上不变的观点观察世界，不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过程。
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到处使用“永恒正义”，“不
变本性”的绝对化字眼。
这种反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与当时自然科学以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为主的时期相联系的
。
第三，不彻底性。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只是在自然观方面坚持唯物主义，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它主张“意见支配世界”，把精神、思想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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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为了对付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
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    在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革命
家和科学家卡尔．马克思(1818一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820一1895)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
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
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之于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宣告马克思主义的正
式诞生。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并为他们事业的继承人所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观点和学说的体
系。
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是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
它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世界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
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武器。
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解放的伟大旗帜。
    该修订本由翁光明任主编，余宜湘、何根富、叶山土、陈克良任副主编，管敏政负责审稿。
各章修改人为：    绪  论——管敏政(浙江医科大学教授)    第一章——叶山土(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
二章——姜井水(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三章——翁光明(浙江医科大学教授)    第四章——余宜湘(
浙江农业大学副教授)    彭定国(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第五章——余宜湘、翁光明    第六章—
—范美飞(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    第七章——何根富(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林平(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第八章——陈克良(浙江丝绸工学院副教授)    第九章——李金棋(宁波大学副教授)王信民(浙江水电专
科学校讲师)    第十章——金森桠(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第十一章——翁光明、肖顺娣(杭州师范学院
讲师)    第十二章——翁光明                                                                 编  者                                                                1996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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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受了时代的洗礼和实践的考验。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高校学生的必修课，本书正是一本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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