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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需发展和创新。
本书以问题为主线，以新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成的范畴、体系和方法，对实践唯物主义与科
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网络思维等时代问题展开新的探索，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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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又贤，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方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福
建省优秀专家；全国首届百名“两课”优秀教师，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福建省辩证唯物主义
研究会会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会长。
先后主持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2000年度及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主持教育部
三个项目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300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专著。
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项；福建省政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多项；全国第四届青年读
物优秀图书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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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全面理解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完整内涵  一  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一方面”：思维和存在
的对立  二  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或“同一性”    三  思维和存在关系
的“隐”内涵：二者关系的辩证性和实践基础第二章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新思考  一  “实践的唯物主
义者”中“实践”之本意  二  能否用“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  透视“实践本体论”
的观点第三章  透析辩证唯物主义之“物”    一  正确理解物质、物质性、实践的关系  二 全面把握物质
的多层含义第四章  现代科学革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和深化  一  现代科学发展丰富和深化了辩证唯
物主义物质观  二  现代科学发展丰富、深化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时空观  三  现代科学发展丰富深化
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四  现代科学革命丰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  五  现代科学发展丰富和深化了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五章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  一  从构成条件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
科学性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  一  
文化的本质、结构与功能  二  文化生产力  三  文化资本  四  文化革命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
代形态  一  “三个代表”的文化哲学诠释  二  小康社会的文化解读  三  和谐社会的精神维度第八章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方法探析  一  依据彻底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二
 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基础  三  遵循理论源于实践的原则，是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四  贯彻为人民谋利益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取向
第九章  哲学之“本”与科学发展观  一  以物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体论之本  二  以实践为本——科
学发展观的认识论历史观之本  三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之本  四  科学发展观中“以物为
本”、“以实践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科学发展观  一  科学发
展观凝结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二  科学发展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和认识相互作用
的原理  三  科学发展观坚持了真理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的高度统一  四  科学发展观的建立，印证了社
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五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升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
的观点第十一章  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  一  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背景及其本质特征  二  
可持续发展观呼唤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第十二章  作为现代思维重要方式的网络思维  一  现代思维方式对
辩证思维方法的深化与发展  二  作为现代思维重要方式的网络思维  三  网络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方法
的继承与发展第十三章  关于“客观真理”的重新审视  一  理论界关于“客观真理”的理解不尽相同  
二  列宁对“客观真理”概念的具体使用  三  是否承认“客观真理”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四  “客观真理”的提法带来一系列的逻辑矛盾  五　若干结论第十四章  真理及其具体性新探  一  主观
真理与真理内容的客观性  二  真理是理性之真  三  具体真理及其逻辑思维行程  四  价值评价不是真理
第十五章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一  关于生产关系内涵的微观考察  二  生产关
系同经济基础的主要区别  三  生产关系同经济制度的异同分析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新
论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  二  什么是资本主义  三  社会主义因素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在其内部成长  四  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第十七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哲学思考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辩
证要求  二  构建和谐社会要建立健全利益均势协调机制  三  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理念整合和协调  四  
加强理念的整合和协调的具体构想  五  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协调和疏导第十八章  当代
中国文化生态与文化发展战略  一  新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建设实践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中国文化生态  三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分析第十九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特点决定其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的优势地位  
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中应该突出强调的几个问题  三  优化教学方法、形式以有效实施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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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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