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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内容概要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成果，其中有些已经作为重点参考书列入
每章之后，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谢忱。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很多内容是在以李华钰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刘林元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第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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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书籍目录

导言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问題一、当代（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意义与问题
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第一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第一节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一、俄
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之争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第二节 列宁早期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应用一、批判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理论，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
观点二、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阐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三、批判“经济主义”对
自发性的崇拜，阐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节 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阐发一、“物理学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代意义二、第一次俄国革命与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问題的凸显三、经验批判主义的流行与列宁批判的实质和意义四、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
性原则五、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的阐述和发展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唯物辩证
法的深入系统研究第一节 列宁的《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列
宁转向黑格尔哲学研究二、逻辑学、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三、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探讨第二节 列
宁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一、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二、列
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变革意义三、批判社会沙文主义，阐发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第三
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探索与新贡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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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辩证法思考三、列宁对国家与革命理论的辩证考察与系统阐发第三
章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的传播与发展第一节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哲学思想一、经
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辩证法二、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发展三、十月革命
后列宁的主要哲学思想四、苏俄理论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初步研究和阐发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苏联哲学一、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机械论派与辩证论派之争三、德波林学派与“正统
派”之争四、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五、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第三节 斯大
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与失误一、对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质与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二、《论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缺陷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语言学申的运用和发展四、对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第四章 战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发展第一节 战后苏联哲学演
变的历史进程与总体特征一、在教条禁锢中的初期松动与反复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中期发展三、从
改革到迷失方向的后期蜕变第二节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哲学的探索与发展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研究二、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争论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四、科技革命、全球性问题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新探索第三节 “改革和新思维”时期苏联哲学的反思与改革一、“哲学与生活”讨论会对
苏联哲学的反思二、对苏联全面改革的哲学思考三、人的哲学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化第四节 东欧各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与发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框架的重新认识二、系统论、决定论与唯物辩证
法的体系化探索三、实践、反映与认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四、“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重点研究五、人、人道主义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研究的热潮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
国的传播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概况及其主要观点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传播中的三次大论争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运用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一、中国国
情的初步分析与民主革命纲领的最初制定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入发展与系统化一、唯物辩证法在确立党的政治
策略中的创造性运用二、唯物辩证法在确立党的军事策略中的杰出运用三、《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四、《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第六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
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展开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深入发展一、《论持久战》是运用马
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
出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一、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对象、任
务、动力、性质的科学分析二、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法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的制定三、批
判各种错误倾向，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第三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
全党的确立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论证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艺工作中的运用三
、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创造性提出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杰出运用
和发展一、唯物辩证法在制定革命战略策略中的杰出运用二、唯物史观在新中国创立过程中的巨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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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第一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确立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改造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三、《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初步探索第
二节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深刻阐发二、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尝试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第三节 毛泽东晚年主观主义错误与“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哲学思想一、“左”倾思想路线的迅速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林彪集团的唯意
志论和“四人帮”斗争哲学的泛滥及其危害第八章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
用和发展第一节 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两个凡是”与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三、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开创中的创造性运用一、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破除超越阶
段的“左”的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重要贡献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第三节 邓小平南方谈话
与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二、用“三个有利
于”标准判断改革开放三、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四、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
经济第四节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三、坚持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观点，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统一起来四、坚持事物矛盾的辩证法，把矛
盾的对立面统一起来五、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观，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实际利益结合起
来第九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世纪发展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中的辩证逻辑一、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的创造性运用二、改革、发展和稳定的
辩证关系的科学阐发第二节 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使命与创新的哲学思想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哲学思想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经济、政治
和文化的辩证法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第十章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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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在研究列宁著作的基础上阐发了列宁哲学思想的实质和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几年中
，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布哈林、阿多拉茨基、梁赞诺夫和德波林等为
代表的一批重要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不仅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
且对列宁哲学思想的阐发也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作为最早研究列宁《哲学笔记》辩证法思想的德波林
，不仅注意到了列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黑格尔之间的联系，并且还具体地阐述了列宁辩证法
思想中的现象与本质统一、客观主义与人的活动的自觉性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统一等一系列范畴。德
波林指出，列宁哲学的实质就在于他对辩证法的非凡运用，用辩证法来分析一切。另一位最早研究列
宁哲学的阿多拉茨基在集中研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的基础上，指出列宁对
辩证法的运用是从存在决定思维的基本准则出发，从事物的运动规律中来把握和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
的。阿多拉茨基认为，列宁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不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
实践并受实践检验的。与阿多拉茨基的观点相似，布哈林也强调认清理论体系和原理的实践意义是列
宁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布哈林说，列宁解决现实一系列问题，如帝国主义问题，国家问题，无产阶
级专政问题等的关键在于他出色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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