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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方松华和陈祥勤等编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内容介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
近现代学术与文化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其
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讨论。
中国共产党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的相关性的
讨论，彼此间发生了重要影响。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
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以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和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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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比较侧重于唯物史观方面，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
独秀，已经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乃至阶级斗争理论传播至中国的思想界与整个社会，到了1927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艾思奇所说的“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的新时期，
瞿秋白通过其特殊的曾经在苏俄工作和语言的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涵。
是年，瞿秋白翻译出版了苏联哲学家哥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并写下了“译者附录”《唯物
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瞿秋白自述，这两篇“附录”都是他1926年初自己研究
唯物论哲学时所抄录的笔记。
在文中瞿秋白提出：“可以帮助读者得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一名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
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
”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在于互辩法的唯物论。
互辩法的唯物论的名称便可以表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与互辩法的综合，而且是这两种学说最
发展的最进化的结论。
”在此，瞿秋白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互辩法的唯物论”，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瞿秋白还突出了认识论问题，并将认识论放在哲学与科学的层次上来考察，解释了马克思主义
的认识论思想。
虽然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从唯物史观切入的，但是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成就
，主要在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瞿秋白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介绍与研究，在当时不仅是比较少的，而且是相当突出
的。
他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与宣传，首先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概
念，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加以宣传，澄清了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片面理
解和宣传。
以上这些都为192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作了良好的铺垫。
在《社会科学讲义》中，瞿秋白发表了其研究辨证唯物论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在书中，瞿
秋白提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瞿秋白分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并指出了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区别。
瞿秋白认为辨证唯物论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但是，它只是在物质的基础上解释精神的作用，辨证唯
物论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
瞿秋白在书中对宇宙与生命的起源、对物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辨证唯物论的说
明，尤其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作了深刻的表述。
瞿秋白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原理，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相互转化
就没有宇宙的一切，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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