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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套装共2册)》分为上编、下编。“上编”为“文艺与
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下编”为“论文艺与文化及其发展”。“编”以下的一级标题为重大主题
，二级标题为分类专题，三级标题为论述的关键词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
化(套装共2册)》不按著作发表的时间顺序，而主要按理论逻辑顺序编排，而且同一主题的文献，尽量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成熟著作中的相关论述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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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上）》目录： 上编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总论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三）《政治经济学
批判》导言 （四）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五）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二唯物的、历
史的、辩证的方法论 （一）历史的、唯物的方法与经济的决定作用论 1.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则“
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2.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
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3.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在社会历史领域
内，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自觉的意图，都有预期的目的 4.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性：历史上的一切社会
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阶段 5.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
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6.现代唯
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人类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 7.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社会发展实际过程的关
系：“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8.马
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
、宗教和哲学等等” 9.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10.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11.“政治优势”不是“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 12.思想领域
也反过来对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 13.历史评价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
二）唯物主义与认识论 1.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2.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 3.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
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 4.我坚决反对
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的市侩习气以及罗马人的无政府主义归咎于唯物主义 5.尼·加·车尔尼
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  6.应当把它叫作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7.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
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8.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9.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
级文化”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10.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
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11.《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
且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 12.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
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 ⋯⋯ 下编论文艺与文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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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
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25页） 马克思、恩
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12月第1版。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
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
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
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
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
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
，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
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
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54—155页。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
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
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
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
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4页。 10.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
矛盾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
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第80页） 因此
，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83页） 马克思、恩格
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
月第1版。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
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
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
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
观念上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8页。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
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
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
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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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套装共2册)》的出版，对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本身，对深化我国学术界相关科研工作，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也将
提供便利并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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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很好，内容丰富，装帧漂亮。很实用。亚马逊的服务很好，快递业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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