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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需要编写的，适用对象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本科学生、
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自学者。
本教材的特点:一是篇目选择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篇目内容结构考虑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和整体联系，数量上坚持了少而精的原则。
具体篇目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为主，参考了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
文集》，并精选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若干重要著作，其中有些篇目在以往的导读教
材中很少出现。
二是导读体例突出重要论点的理解以及理论的整体结构、发展联系和现实意义。
体例结构包括:要点提示、关键词、社会历史背景、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主要思想内容等。
关键词和要点提示在通读原文基础上，经过反复斟酌确定，基本能够体现著作的思想观点、主要内容
和逻 辑关系。
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部分，除了介绍该著作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影响，还特别强调
了理论的当代价值。
主要思想内容按经典著作行文顺序（所选著作章节按原著序号标识）分段解说，对重要名词、经典论
断在内容相关处穿插方框解析。
三是在课外学习指导方面，按照基础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结合的要求，从归纳总结、拓展内容和理论
联系实际两个方面分别列出要点解析和思考题。
要点解析围绕深入理解著作内容观点列出，并结合原著作了必要的归纳;思考题主要从内容观点的丰富
发展和现实意义提出。
为深入系统把握文章内容，每篇著作导读在思考题后面还列了参考阅读书目，入选者均为导读以外与
该著作最相关的马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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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平，男，汉族，吉林九台人。
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2年在九台市三台乡中心小学参加工作。
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干事、秘书、副部长；政治系(1998年政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中
共东北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4年晋升副教授，2000年晋升教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主要著述有《大学生党课教程》(副主编，1990年)；《大学生党课讲座》(主编，1994年)；《大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讲话40题》(主编，1994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思考》(策划、主要撰稿人
，1996年)；《思想政治教育概论》(主编，1998年)；《高校青年师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主
编, 2005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自著,2005年)；《&lt;马克思主义著作选读&gt;导读与要
点解析》(主编,2005年)等。
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两项。
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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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共
产党宣言》导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导读马克思《资本论》(节选)导读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节选)导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导读恩格斯《反杜林论&middot;第一编哲学》(节
选)导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读恩格斯《路德维希&middot;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的终结》导读列宁《怎么办？
&mdash;&mdash;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节选)导读列宁《国家与革命》(节选)导读列宁《怎样组织
竞赛？
》导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ldquo;左派&rdquo;幼稚病》(节选)导读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导读列
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导读列宁&ldquo;1923年1&mdash;3
月的五篇文章&rdquo;导读　《日记摘录》　《论合作社》　《论我国革命》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
查院》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毛泽东《实践论》导读毛泽东《矛盾论》导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论》(节选)导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导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选)导读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节选)导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导读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导读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导
读江泽民《关于讲政治》导读江泽民《始终做到&ldquo;三个代表&rdquo;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
之基、力量之源》(节选)导读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导读胡锦涛《在全
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导读胡锦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导读胡锦涛《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节选)导读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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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有些地方还发动了武装起义。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而且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口号。
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不但不能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
因此，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他研究经济完全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他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
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①马克思当时感到自己经济方面的知识不足，研究认识社会有困难，因此，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屋
，从1842年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他几乎阅读了以往的全部经济学著作，查阅了有关的史料、重要的文献，调查报告和
蓝皮书，并写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
与此同时，恩格斯于1844年、1845年先后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说：“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②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各国工人运动普遍深入的发展，建立科学的经济理论的任务被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
而且，由于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马克思才能以他
所发现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下《资本论》这样不朽的科学巨著。
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③《资本论》既是顺应了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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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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