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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知识。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类。
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发展生产力和经济，主要靠自然科学；管理国家和社会更多地是靠哲学社会科学。
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有作为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无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并将它作为立国
治国之道的理论依据。
例如，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学派——儒家学说来“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
儒家学说是由孔子创立的，主要思想家是孔（子）、孟（子）、荀（子），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宋
代大儒朱熹又将其发展和完善。
北宋大臣赵普曾说：我生平所托都在《论语》书中，过去以半部《论语》定天下，今后以另半部治天
下。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都是以《论语》和儒家学说治天下的。
再如，17、18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出现的一批启蒙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批判封建专制主
义，为尚未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喊大叫做理论论证，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在资
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是西方国家的治国经典。
再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兴起，也是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
它作为治党治国的根本，并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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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知识。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ldquo;知识就是力量&rdquo;。
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类。
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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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唯物史观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与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论述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进一步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
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通过生产劳动所建立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
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因而，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
、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②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过程中对土地的滥用和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
他说：“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
产，简直不起作用”。
③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
地荒芜”。
④恩格斯也有类似的论述。
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
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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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一书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十一五”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
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它集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专题教学和研究多年
来成果积累，在近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
理论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与当代发展，做了有重点、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阐释，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主要构成的理解上，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当代价值的认识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
分析上，此成果具有鲜明的观点、自己的视角和研究特色。
此书由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教授和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精干的作者团队
共同完成。
宋萌荣教授任主编，胡延风教授、佟玉华教授、刘朝教授任副主编。
全书重要观点框架由宋萌荣提出，经主编副主编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编写大纲后，由三位副主编分别组
织作者研究撰写，并分别对相关负责部分的各章初稿做了修改。
具体撰稿：第一章 ：宋萌荣、佟玉华；第二章 ：徐海峰；第三章 ：王桂泉；第四章 ：宋萌荣；第五
章 ：胡亚莲；第六章 ：孙伟祖；第七章 ：佟玉华、宋萌荣；第八章 ：佟玉华；第九章 ：冉鸿燕；第
十章 ：佟玉华、宋萌荣；第十一章 ：刘朝；第十二章 ：康瑞华；第十三章 ：胡延风；第十四章 ：李
英。
最后由宋萌荣对全书统稿定稿。
此书经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决定、由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学科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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