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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开篇 飞跃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历史性飞跃
（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及列宁所作的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与
不断探索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一）反对本本主义，靠中国同志了解
中国情况
（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及在认识上
的启示
（三）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失误
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一）基本结论是走自己的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二）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
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和体系
第一章 精髓论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
（一）马克思把思维的理性拉回大地
（二）让思想冲破牢笼
（三）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永远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攀登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二）钦差大臣满天飞和经验爬行主义都会导致革命失败
（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实事求是在中国才能行之久远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境界
（一）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二）三次大的思想解放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第二章 初级阶段论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
传统探索
（二）生产力状况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从中国实际
出发的科学论断
二、初级阶段论是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
主义的指南
（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寄希望于东方
（二）列宁领导的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的实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新课题
三、初级阶段论是总结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二）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针对性
第三章 实践首要论
一、我们干的是一项新事业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一）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 才能开拓新路
（二）进行实践探试，必须解放思想
（三）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空谈往往淹没一切
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一）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二）脚踏实地，务实求功
（三）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三、“三个有利于”对实践观的展开和深化
（一）不搞争论，拿事实说话
（二）坚持实践标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三）“三个有利于”补充和丰富了实践标准
第四章 决策论
一、高远决策
（一）应当从全人类的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
（二）眼界要非常宽阔。
胸襟要非常宽阔
（三）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
二、科学决策
（一）制定一切政策，只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就不会犯大错误
（二）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才能做到科学决策
（三）要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
三、民主决策
（一）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听取更多的、群众的意见
（二）基层创造出好多东西，我们把它加工提高，指导全国
（三）不能否定权威 该集中的要集中
第五章 发展论
一、照辩证法办事，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二、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三）可能我们的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
三、要为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打下基础
（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出现若干高速发展阶段
（二）速度过高，带来问题不少，还是稳一点好
（三）抓住时机 改革开放 打开国际市场
和平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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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矛盾，争得主动
（一）矛盾刚刚暴露，冷静观察、站稳脚跟
（二）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三）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要善于把握，有所作为
第八章 生产力决定论
一、生产力论是研究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石
（一）生产力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物质基础
（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
二、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二）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九章 文明论
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
（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二）说到底，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
（三）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三）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辩证发展
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第十章 群众论
一、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一）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二）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有创造性
（三）不搞群众运动，坚持群众路线
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是根本的出发点
（一）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一点很重要
（二）把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民群众统一起来
（三）结论是谁做的？
是实践做的，是群众做的
三、一切为了人民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一）密切联系群众，一切向人民负责，多做实事
（二）对于腐败，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

（三）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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