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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哲学初探》

前言

　　最近中央提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和谐哲学
初探》一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但这些观点须经“重炮轰击”方能站住
脚。它们是：　　一、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产物　　如何构建和谐世界，需要有理论的指
导，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马克思主义需要向现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发展。　　书中
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工业时代初期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是较原始的工农
业生产。工农业产品是“物质”，物质产品只能分享不能共享。为反抗物质产品的分配不公，斗争不
可避免。

Page 2



《和谐哲学初探》

内容概要

《和谐哲学初探: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简介：如何构建和谐世界，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尤其需
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马克思主义需要向现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发展。书中认为：马克思主
义诞生在工业时代初期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是较原始的工农业生产。工农业
产品是“物质”，物质产品只能分享不能共享。为反抗物质产品的分配不公，斗争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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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哲学初探》

作者简介

　　周戟，女1936年生，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20世纪70年代从事热处理科研项目，获
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奖。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第五届湖北省政协
常委、经济工作组副组长。     1977年开始转向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潜心钻研“系统哲学，迄今达30多
年，成果颇丰。先后出版《系统学》、《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谐哲学初探》等十多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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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哲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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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哲学初探》

章节摘录

　　人们掌握知识信息，凭的是智慧和理性。这里，知识的真理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追求真理
，不符合客观真理的内容就不能成为知识，只能是谬误。而且在科技领域中，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手
段很多，也比较直接和容易，但观念信息就不同了。3.观念信息观念的形成不同于获得知识。一般来
说，观念含有非理性成分，而且观念信息就不一定会符合客观真理，但这并不否定真理的作用。符合
真理的观念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成长、成熟，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真理必定战胜谬误。观念的形成，不是单纯地凭理性和智慧，还要靠潜意识。在潜意识中形成观念
不是个简单的过程，需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信息的权威性、氛围、多次重复和从众。——信息的权威
性信息的权成性是指由权威们发出的信息。所谓“权威”有两层含义，“权”带有强制接受的意思；
而“威”则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权威的产生是由于个人或集团在过去曾多次发出重要而正确的信息，
而且是被实践证明了，被大众接受了的，因此权威们再发出新的信息就容易被大众所认同。如国家领
导人讲话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于一个小老百姓的议论。所谓“人微言轻”，就是从反面说明，不是权威
发出的信息就不易被人们所接受，那就更谈不上形成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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