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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

前言

《哲学原理》（第一版）于1998年2月出版，到现在已经五年。五年来，本书已印刷墙次，印数达70余
万册，作为哲学课的教材，对电大系统各教学单位及有关院校哲学教学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推进“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
司《关于印发（“两课”贯彻十六大精神教学指导）的通知》要求，在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
会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哲学原理》（第一版）一书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仍遵循第一版的编
写原则。在内容上，除增加了有关十六大精神的内容外，还尽力对近年来国内高校哲学课教学研究与
改革的一些新成果予以反映。修订后，请中国人民大学肖明和马俊峰教授进行了评审，两位专家对修
订后的《哲学原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根据专家的评审结论，该书各章
编写人员再次修改定稿。在此，对所有给予我们热诚指导和帮助的专家、学者致以深深的谢意。为了
保留传统哲学课理论框架的完整，修订后的《哲学原理》仍保留了一些对高等专科学历教育的学生来
说，相对较深、较难的内容。作为高等专科教育的公共课，对这些内容，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指导
书的要求，只作参考，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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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

内容概要

《哲学原理(第2版)》为了保留传统哲学课程理论框架的完整，仍保留了一些对高等专科学历教育的学
生来说，相对较深、较难的内容。作为高等专科教育的公共课，对这些内容，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
指导书的要求，只作参考，不作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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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新观，1934年出生，大连市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教系，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
究班毕业。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务，现任清华大学兼职教
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著作、编著有《形式逻辑问答》（主编）、《经济逻辑学》（主编之一）、《
改革开放大辞典?文献篇》（主编）、《哲学原理》（主编之一）、《论开放教育》（著）、“现代教
育技术”丛书（主编）、《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主编）、《远程教育概论》（主编）等。在《光
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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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三节 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第四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 物质和意识第一节 世界
的物质性第二节 意识第三节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第二章 世界的联系和发展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
系和发展的科学第二节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第三章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第
二节 量变质变规律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第四章 认识和实践第一节 实践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第三
节 认识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第四节 思维方法第五章 真理和价值第一节 真理第二节 价值第三节 认识论与
党的思想路线第六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第一节 社会存在第二节 社会意识第七章 社会基本矛盾第一
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第八章 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第一节 社会发展与阶级斗争第二节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第三节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九章 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第一节 文化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第二节 文化
和社会的发展第十章 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第一节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第二节 人的本质和价值第
三节 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第四节 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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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

章节摘录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是以量变为前提
和基础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质变本身尽管带有突发性，但它是由逐渐的量变作准备的，并且事
物质变不仅取决于量的绝对值的增减，而且决定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质变的基础
，而且决定质变的性质和方向。单纯的量变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
，这一变化具有规律性，带有必然性。在事物的连续性（量变）中孕育着非连续性（质变），包含着
发生连续性中断的可能；当量变达到临界点，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其次，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
量。质变体现和巩固着量变的成果，并进一步引起新的量变。只有质变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才
能使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否则只能是同质事物的重复或增减，不会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没有质变
，量变本身最终也会为旧质的框框所局限而陷于停滞。只有质变才能打破这种限制，使量变的成果体
现出来，巩固起来，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质变，
不仅集中体现和巩固了长期民主革命的成果，而且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引起新的量变过程，为迅速发展
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充分
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开辟了新的前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远大的目标和埋头苦干的
精神结合起来，把勇于改革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这是量变质变规律对我们的基本
要求。可见，量转化质，质转化为量，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质变也可以转化为新的量变。事物由量
变转化为质变，又由质变转化为量变，如此循环往复，相互交替，以至无穷，不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这就是量变质变规律的基本内容。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割裂二者的统一，就会导致庸俗进化
论和激变论，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良主义和冒险主义。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它
在社会政治态度上表现为改良主义，主张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使社会不断进化，反
对通过社会革命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激变论只承认质变，否认量变，认为质变是没有量
变的积累而突然发生的。近代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是激变论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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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原理》

编辑推荐

《哲学原理(第2版)》是由谢新观和王道君共同编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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