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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验教材》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验教材:列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共十七章主要有捍卫和阐发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构建、关
于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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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捍卫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入？
》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景3.篇章结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文本节选Ⅰ观点解读Ⅰ：唯物史观科
学性的基础及其证明文本节选Ⅱ观点解读Ⅱ：两个"归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现象的客观基
础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批判英雄史观，阐发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文本节选Ⅳ观点解读Ⅳ：马克思主
义既不是"经济唯物主义"，也不是虚幻的信仰文本节选V观点解读V：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三
段式"的区别5.阅读与思考进一步阅读书目思考题第二章 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景3.篇章结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文本
节选Ⅰ观点解读Ⅰ：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文本节选Ⅱ观点解读Ⅱ：实践是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观点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客观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文本节选Ⅳ观点解读Ⅳ："物
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文本节选V观点解读V：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5.阅读与思考进一步阅
读书目思考题第三章 歹鼍宁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构建——《哲学笔记》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景3.
篇章结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文本节选Ⅰ观点解读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文本节选Ⅱ
观点解读Ⅱ：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三者同一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辩证法的要素文本节选Ⅳ
观点解读Ⅳ：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5.阅读与思考进一步阅读书目思考题第四章 关于帝国主义
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景3.篇章结
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文本节选Ⅰ观点解读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文本节选
Ⅱ观点解读Ⅱ：对"超帝国主义论"和新康德主义错误哲学方法论的批判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垄断
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新的表现形式文本节选Ⅳ观点解读Ⅳ：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和
解决矛盾的途径5.阅读与思考进一步阅读书目思考题第五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新贡献——《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景3.篇章结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
文本节选Ⅰ观点解读Ⅰ：哲学家必须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文本节选Ⅱ观点解读Ⅱ：坚持共产党员和
非共产党员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结成联盟，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紧密结合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
充分发挥唯物主义的作用批判宗教迷信、宣传无神论5.阅读与思考进一步阅读书目思考题第六章 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实际的最初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教学目的和要求2.历史背
景3.篇章结构4.文本节选与观点解读文本节选I观点解读I：在阶级分析问题上坚持抽象与具体的统文本
节选Ⅱ观点解读Ⅱ：经济地位分析与政治态度考察相结合文本节选Ⅲ观点解读Ⅲ：阶级分析方法与中
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文本节选Ⅳ观点解读Ⅳ：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坚持和发展5.阅读与思考
进一步阅读书目思考题第七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反对本本主义》1.教学目的和要
求2.历史背景3.篇章结构⋯⋯第八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阐发第九章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
法实质与核心的说明与发挥第十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唯物辩证法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系统阐发第十三章 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
习和教育第十四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第十五章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层思考第十六
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唯物史是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第十七章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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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以及相关论著中，对围绕“帝国主义”问题的不同阶级各类思想观点和方法，
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述。这些思想观点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直接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公开为帝
国主义辩护的观点；第二类是体现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第三类是第二国际代表人物
的观点。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花费笔墨最多的是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对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考
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考茨基将帝国主义定义为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民族对农业生产民族的
征服，反对把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认为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政策，提出了“超
帝国主义论”。他否定垄断和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基础和本质特征，而将帝国主义定义为：
纯洁的、平静的、温和谨慎的资本主义。同时，考茨基预言，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国际联合进入有组
织的“超帝国主义论”阶段，这种“超帝国主义论”将会逐渐接近社会主义。所谓“超帝国主义论”
是指国际资产阶级把卡特尔政策运用到对外政策上，使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达成协议，彼此联
合起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垄断组织，在此基础上，以和平和合作来代替彼此之间的掠夺战争，
这样世界就进入所谓持久和平的新时代。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观点和方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犯了机
会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以下若干方面：第一，表面性，即仅仅抓住某种政治表象而忘记
经济基础。考茨基把“兼并”这个政治现象当做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并加以任意突出和放大，忽视
主要的经济矛盾根源以及这个根源的新变化。这就曲解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用民族发展水平的差异和
冲突这个表象掩盖帝国主义垄断的本质，是抓住次要现象忽视了主要矛盾。第二，片面性和静止性，
即他对政治方面“兼并”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只注意到帝国主义对农业区的兼并，忽视了帝国主义对
工业区的兼并，忽视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竞争，为所谓“超帝国主义论”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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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本书之所以编选这一
时期列宁、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哲学著作并加以导读，就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
，帮助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进一步加深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科学性的认识。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饱经风雨沧桑，
既有成功和辉煌，也遭遇了失误和挫折。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更为曲折和
复杂。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历史性
突破。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在理论上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境界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内容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这样的形势，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进一步加强对这一时段中重要马克
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认识研究，更加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
础和前提，我们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在以和平、发展、合
作为时代主题的世界格局中，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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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验教材:列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是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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