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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卷主要阐明了自19世纪80年代到1917年俄国
十月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
派、孟什维克派、马赫主义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之间
在哲学上的斗争。本卷较全面地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哲
学贡献，特别是对他的某些有争议的哲学观点作了恰当
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阐明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中的贡献，并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当代国内外对它的
批判和攻击；较充分地吸取了国内外研究列宁的《哲学笔
记》的成果，系统地揭示了它的丰富内容；站在时代的高
度，重新分析和评价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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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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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社会生活的机制阐明艺术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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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造神说”和“寻神说”的批判
第六节 对哲学史的研究与贡献
一 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二 对人性论的批判
三 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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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Page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四卷)(修订版)》

一 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二 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
三 早期的哲学研究
第二节 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三 贯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
四 阐明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
第三节 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驳斥民粹派，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哲学意义
二 驳斥民粹派 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三 驳斥民粹派 初步阐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第四节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阐明和发展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
一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
二 批判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 阐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 阐明革命政党的重大历史作用
四 革命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
第五节 批判孟什维克在建党和制定革命策略的斗争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 关于党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思想
二 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
三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 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简短的结论
第四章 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一节 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的背景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哲学斗争的特点
二 马赫主义（经验是第三代）实证主义的代表
三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思想战线的形势把哲学斗争提到首位
第二节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性原则
一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路线和中间派
二 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物质观
一 对物质范畴的科学规定
二 对实体、运动等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第四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反映论
一 对反映论的坚持和发展
二 对马赫主义经验论（“要素”“原则同格”）
第五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
一 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释
二 两种实践观的对立
三 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坚持和发展
第六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一 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二 关于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评论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
第一节 列宁系统考察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动因
一 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的理论基础
二 对“经验一元论”的追踪批判
三 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得到的启迪
四 撰写《卡尔 马克思》认识到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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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一 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及其特点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三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
一 对辩证法体系的基本原则的探讨和论述
二 辩证法是认识史的精华
三 辩证法体系的论述及其方法
第四节 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的论断
一 对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科学总结
二 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
三 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
第五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的探讨和论述
一 概述辩证法的最初的纲要
二 对辩证法丰富内容的进一步探索和揭示
三 对若干重要范畴的论述
第六节 列宁揭示认识的主体能动性和认识的辩证法
一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二 认识与实践 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
三 认识的辩证性 真理的过程性
四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深入发展
第一节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斗争
一 直接为帝国主义辩护或作“市侩式 批评的理论
二 第二国际各国党的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探索和论辩
三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及其方法
第二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一 揭示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 运用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 揭露时代“本质自身的矛盾”确定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四 科学评价《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
第三节 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诡辩论，阐发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
一 在战争性质问题上 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根本对立
二 深刻阐明战争与革命的辩证转化
第四节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与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
一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二 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蕴涵着丰富的革命辩证法思想
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第五节 对国家与革命理论的辩证考察和系统阐发
一 列宁系统研究国家问题和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二 关于国家的起源 本质及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的相互关系
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
四 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辩证
考察
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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