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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泓，高级心者，1946年7月生于北京。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即投入采访写作。1982年
始，事对外新闻报道。多次获得全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教授。

撰写近千篇作品，计200万字。擅长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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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审 绪论

第一节 哲学和人类文明
一 世界观、哲学与人类文明
哲学的产生和人史文明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
哲学是具体知识、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是具有普遍导向功能的社会意识
二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党性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依据
哲学的党性和哲学问题、哲学派别的复杂性
三 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哲学的基本形态
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哲学传统
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
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二 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现实
一 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 现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流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与方法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第一节 世界的物质性
一 世界统一的基础――物质
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古代和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二 物质的存在方式――一运动
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
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
三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空间、时间

第二节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一 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 意识由物质派生的本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反映
意识的本质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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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
意识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意识的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一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是彻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石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为科学和哲学长期的持续的发展所确证
实践观以物质规为前提，将唯物主义一无论贯彻到底
二 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的分歧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社会根源
现代西方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趋向
三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规定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

第三章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第一节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一 普遍联系和中介
普遍联系与事物的相对独立、区别
中介的普遍性和具体性
二 联系的客观性和多样性
三 联系和条件、系统
条件的普遍性和多样性
系统和要素、整体和部分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一 联系和永恒发展
发展和运动、变化
事物的相互联系构成运动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和永恒发展
二 发展的永恒性和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一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二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三 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发展观
形而上学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

第四章 物质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第一节 规律和因果性、必然性
一 规律
规律范畴及其历史演进
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重复性、稳定性
在规律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
二 原因和结果
因果联系的规定
原因和结果的对立统一
在因果联系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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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必然性和偶然性
事物发展的确定和不确定趋势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在必然化然问题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
掌握必然必然的辩证法对科学实践的重要意义
四 现实住和可能性
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规定
对可能性的具体分析
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对立统一

第二节 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
一 内容和形式
事物的内在要素及其结构
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
反对形式主义
二 现象和本质
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
科学的任务是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

第五章 物质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 辩证矛盾
辩证矛盾和逻辑矛盾的区别
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二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
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形而上学片面性
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规定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
矛盾解决方式的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节 质量互变规律
一 质、量、度
二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
量变和质变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量变和质变的相互渗透、相互交错
割裂量变和质变的形而上学片面性
三 量变和质变形式的多样性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 肯定和否定
事物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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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否发现
二 否定之否定
辩证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运动
新生事物不可战胜
三 否定之否定形式的特殊性

第四节 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矛盾分析方法
一 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也是整个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原理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二 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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