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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通》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通》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包括：时代精神的精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
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离不开实践的、实践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社会历史
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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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通》

书籍目录

绪论“时代精神的精华” 1.“使人聪明的大智慧” ——什么是哲学 2.“理解全部问题的总开关” ——
哲学基本问题 3.“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 ——马克思主义哲学 4.“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学习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 第一章 世界是物质的 1.“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物质是世界的唯一本原 2.
“存在就是被感知” ——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原论 3.“雅典人的祷告” ——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
原论 4.“走出战争的迷宫” ——物质世界形态的多样性 5.“牢记恩格斯与杜林的原则区别” ——物质
世界的统一性 第二章 物质是运动的 1.“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2.“坐地
日行八万里” ——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 3.“走向五维战场的新趋势” ——时空是物质运动
的存在形式 4.“一条无与伦比的求是金链”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的精髓 5.“千年思想家评选的
启示” ——与时俱进是辨证唯物论的品质 第三章 运动是有规律的 1.“信息化战争的‘关联点’” —
—事物的联系与发展 2.“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哲学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关系 3.“求同存异和谐美”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4.“从‘狂轰滥炸’到‘精确打击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5.“锦州战
役”的有益启示 ——善于抓主要矛盾 6.“‘谷堆辩’与‘秃头辩 ——事物的量变与质变 7.“给小孩洗
澡”的形象比喻 ——辩证的否定观 8.“深山藏古寺” ——内容与形式 9.“美军‘石油战’的真实目的
” ——本质与现象 10.“世界金融海啸的缘由” ——原因与结果 第四章 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1.“40火箭
筒射击修正‘迎风偏”’ ——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2.“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什么是意识 3.“军人
的‘亮剑’精神” ——意识具有反作用 4.“‘天人合一’的启示” ——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 第五章 
认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1.“贴近实战练精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2.“‘蓝军’获胜的启示” ——实
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3.“中国人的笑容与中国的发展”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4.“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 ——真理是客观的 5.“1+1≠2”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6.“北京奥运会的成功”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六章 实践是在社会中进行的 1.“第二次世界大战缘何而起？” ——
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2.“焦大为什么不爱林妹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拿什
么来滋养我们的灵魂”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4.“‘乌力楞’家族” ——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 5.“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的奇迹”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6.“改革开放的
‘三个新面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7.“‘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
作用 8.“从结绳记数到银河计算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士兵突击》一夜走红’给人
的启示” ——艺术 10.“从神话‘嫦娥奔月’到‘嫦娥一号’升空” ——科学 11.“‘人民圣殿教’的
悲剧” ——宗教与邪教 12.“从‘耕地中毒’想到的” ——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
七章 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1.“谁创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奇迹”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唯物史观 2.“领袖和群众是‘一和零’的关系吗”？ ——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3.“淮海战役是人
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4.“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革命领袖在历史
中的作用 5.“毛泽东和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 ——党的群众观点 6.“小岗村人的手印” ——党的群众
路线 7.“总书记在耶鲁大学的精彩演讲” ——以人为本 第八章 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实现的 1.“塑造
‘完整的亚当·斯密’” ——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 2.“‘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3.“人类自由自觉的美好画卷” ——人的全面发展的充分实现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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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通》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历史经验表明，富国和强军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两者协调得
当，则相互促进，一旦有所偏废，则可能一损俱损。历数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盛世，无不呈现出富国与
强军并举的特征。大唐盛世，贞观之治，既保证了国富民强，又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粮草和马
匹，从而成就了军事上平突厥、擒颉利的辉煌；同时军事上的强大保证了边境的安全，维护了封建王
朝的稳定，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共享盛世繁荣。与此相似，康乾盛世，轻徭薄赋、修水治沙，使清
朝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军事上康熙北拒沙俄、西平准格尔、南撤三番，乾隆更是成就十全
武功，有力地维护了大清帝国的国家利益。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宋太祖统治之初，都在不同程度上
实现了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虽不比唐、清盛世时期的辉煌，但也都可以算得上封建王朝有数的巅峰时
代。历史证明，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是盛世辉煌的必要条件。 回顾我国历史上的衰败时期，往往源于
国贫、兵弱。宋朝的经济繁荣毋庸置疑，但由于重文轻武军队冗员等诸多原因，宋军战斗力始终难以
与北方游牧民相抗衡。薄弱的国防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铁骑，空有庞大的经济基础，却无强大的军队
守土卫国，最终富饶的土地、繁荣的经济成为他人之嫁衣，使人思之不禁扼腕叹息。元朝则刚好相反
，骑兵来如风、去似电，战斗力强大无比，并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统治者
不恤民生，连年征战，致使国疲民弱，经济不堪重负，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支持，强大的军事力量犹如
泥足巨人，最终这个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朝代，仅存130年就为明朝取代。秦之劳民伤财，元之穷
兵黩武，宋之军力积弱，清之军政腐败，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富国和强军乃国
家腾飞、社会兴旺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生动体现了哲学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 说起逻辑
矛盾，人们便常常想到《韩非子》中那段卖矛与盾的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一个楚国人拿着矛和盾在
大街上叫喊。一会儿说：我的矛是世界上最锋利的，能穿过任何最坚固的东西。一会儿又说：我的盾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没有任何利器能穿透它。于是，旁边有人问：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
？这个楚国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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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通》由白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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