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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内容概要

《王伟光讲习录(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依作者之见，讲习一方面是指讲习的主体，即讲者与习者
，讲者是老师，习者是学生，讲者是授课主体，习者是学习主体；一方面是指讲习的活动，即教学与
科学研究，讲是教学，习是科学研究，讲是主导，习是基础。这样一来讲习就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
义是从师生关系角度看，讲是老师，为主导，习是学生，为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
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第二层含义
是从讲者自身角度看，也要有讲有习，讲习结合。讲要讲出深度、新意，习要围绕讲的内容，不断开
展科学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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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作者简介

　　王伟光，1950年出生于辽宁丹东，山东省海阳籍人。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
学位。1984年、1987年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获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
副校长。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十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8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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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书籍目录

作者学术成就简介
作者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授提纲
　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党的政治路线
　阶级、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
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矛盾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依据
　社会矛盾、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政治保证
　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生产力标准，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正确指导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武装和学风问题研究
　理论武装与发扬优良学风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学风问题
党的建设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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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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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章节摘录

4.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首先分析了政治、法
律制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
经济解放而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①。唯心史观颠倒了这一关系，认为国家是决定性的东西。唯心史观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实际上
，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说明。国家和公
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私法也是如此。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还分析了政治观点、法律
观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继承
性，要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思想成果和思想材料，“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
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②。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此而否认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
的联系，这是错误的。因为对这些思想材料如何加工、取舍，并向什么方向发展，是由利用它的那个
阶级的经济关系支配的，“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
起的。”④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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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编辑推荐

《王伟光讲习录(套装上下册)》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王伟光讲习录（上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