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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大纲》

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
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
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
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
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
，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
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
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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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唯物辩证法大纲》内容简介：李达同志生于一八九年。他从青年时候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我
党成立前后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期间，他在《新青年》、《湘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我国
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十多
年里，李达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任教，虽然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陆续写作和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等著作。同时还翻译了《唯
物辩证法教程》等书，把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成果介绍到国内来。其中，《社会学大纲》这部著作
，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他这一时期理论工作的主要成果。李达同志曾经把它
寄到革命圣地延安，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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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达(1890～1966)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1952年至1966年任
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号鹤呜，湖南零陵人。早年在永州中学学习时受爱国思想熏陶，1913年赴
日本学习理科。1918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带头罢课归国，与许德珩等发起学生抗议示威活动
。失败后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
思经济学说》等书，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春回国，与陈独秀等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
，主编《共产党》月刊。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
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评第四国际》等大量论文，投入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和无政
府主义问题的论战，指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然后“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1921年任巾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筹备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主持人民出版社，任平民女学校长。l922
年应毛泽东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系统讲授唯物史观，主编《新时代》。1923年为保持共产党在
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问题与陈独秀发生严重分歧，离开党组织。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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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  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和革命的哲学    第一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    第一节  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      划分哲学上两大党派的唯一标准      唯
物论的根本论纲      唯心论的根本论纲      二元论和折中论    第二节  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社会阶级根
源和认识论根源      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社会阶级根源    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的认识论的根源    唯物
论与科学联盟    唯心论与宗教联盟  第二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
对立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及其一般特征第二篇  马克思注意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
合  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的批判的总结    第一章  唯物辩证法的前史  第二章  
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第三篇  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  前言  唯物辩证法是彻底的物质一
元论  第一章  物质、运动、空间与时间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第四篇  唯物辩证
法的规律和范畴  前言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一章  对立统一规律  
第二章  量变质变规律  第三章  肯定否定规律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成对范畴第五篇  当作认识论和
逻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  前言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第一章  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科学
的革命的认识论  第二章  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第三章  认识的低级阶段——感性认识  第四章  认识
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  第五章  认识的检验和发展  第六章  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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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人们的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是被移植于人脑中并在人脑中被改造过的物质现象。
意识的内容和泉源是客观的，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这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当人们考察意识现象
的时候，只看到主观的方面，忽视了客观的方面；只看到意识的形式，忽视了意识的内容和泉源，只
看到映象，忽视了映象所反映的客观物质世界，把意识从对物质的依赖关系中抽象出来，把它夸大成
为脱离物质的、独立自在的实体。这就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潭。哲学史表明，当人们把认识过程中的一
个成分——感觉夸大成为脱离物质的绝对的东西时，就陷入所谓“纯粹的经验论”，即主观唯心论。
贝克莱、马赫等人就是这样构成他们的体系的。同样，当人们把认识过程中的另一个成分——概念夸
大成为脱离物质的绝对的东西时，就陷入客观唯心论。柏拉图、黑格尔等人就是这样构成他们的体系
的。不把意识看作客观世界的映象，而把它看成“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看成
“现实界的创造主”，这正是一切唯心论的共同的基础。　　第二，人们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
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只有当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才能认识
客观世界，而认识的目的又是改造客观世界。但是，意识的能动作用，毕竟不能不受客观世界的制约
，意识的内容仍然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果把意识的能动作用夸大到了不受客观世界制约的程度
，否认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就会陷入唯心论。这也是一切唯心论的共同基础。　　正因为唯心论不
仅有它的社会阶级根源，而且有它的认识论根源，因此在认识史上就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有时唯
心论在总的错误体系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唯心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认识的某一成分片面地夸大成为脱
离了物质的东西，而不在于它论述了这个成分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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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学期间，老师总是推荐阅读一些哲学类书籍，工科一场，文史兼备，方为人才。
李达先生所著的这本书，对于哲学，尤其是辩证法有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读之不倦，如果这是大学的
思修教材就好了。。。
2、逻辑
3、总的来说，还不错吧
4、需要多花时间琢磨
5、特殊年代写成的书，尽管有缺陷，但论述的方法是可取的，时过境迁，还是这一方面的名著
6、帮同学买的，看起来还不错
7、人民出版社的书，错别字太多，本来一部好书，经常看到错别字，就像吃饭碗里面有苍蝇，恶心
！
8、这是一本需要慢慢读，经常读的好书，不过包装看起来不是很精致，如果能做一些改进就更好了
9、嘿嘿。。。。
10、这本书已经购买了一年了，天天呆在身上，基本看过3遍，受益很大，重新和坚定树立了正确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站高了，冷眼洞察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虚伪表象！
11、却是是本引导人的好书，就是书里有些主观，有鲜明的立场的特点，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不是唯
物辩证法了。不过对于中国文库中的书里面有错别字，我觉得是不是显得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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