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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以经典作家的原著和当代实践为研究的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
中不断涌现的新成果为线索，立足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
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理解和整体性运用。

Page 2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作者简介

房广顺，男，1960年10月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现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辽宁省教育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委员，辽宁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国际政
治理论。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建设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国国际战略思想新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当代世界人权问题分析》（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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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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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内容 四 制造经典作家之间的思想对立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 一 把握时代主题
是读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二 当今世界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提出整体性需要 三 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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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整体性的经典论述 二 感性的活动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前提 三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本质概括的一般梳理 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科学世界观的学说 二 马克
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 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和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概括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向的重新解
读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三 现实的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整体性 第一节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一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特征 二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方法与路径 一 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借鉴 第三
节 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方法 一 关系方法 二 辩证的思维方法 三 语言符号分析方法 四 实践反
思方法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和结构的整体性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性的演迸历程 一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对时代课题的整体回应 二 马克思主义内容整体性的建构过程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一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对思想
史主题的总体把握 二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对人类先进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
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层次结构 一 马克
思主义整体性的不同层次结构 二 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层次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的具体体现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体性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整体阐述 一 马克思主义
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性 二 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 三 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 四 马
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完整性 五 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创造性 第二节 列宁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 列
宁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时代性 二 列宁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阶段性 三 列宁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整体创新性 第
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一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性 二 当代马克恩主义理论发展
的阶段性 三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多样性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整体性 第一节 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范畴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整体性认识 二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整体性作用 第二节 马克
思主义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整体性指导 二 列宁对俄国革命
的整体性指导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 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 二 社会
主义改革的全面推进 三 社会主义促进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
贡献 一 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二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全球性问题 ⋯⋯ 第七章 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整体性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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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生产的关系，从而阐明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在他们看来，社会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而言，
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形式，而另外，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在历史上的一切时代都是构成国家的基础
和任何观念的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阐释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马克思批
判地分析了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与社会客
观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黑格尔看来，不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
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头脚倒置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
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
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是国
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因为私有制是市民社会的主体，私有制支配着国家权力。在这里，
马克思开始注意到了生产关系对国家的支配和决定作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萌芽。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
思想，在揭示国家和法对生产关系的依赖关系时，仍然沿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说明经济基础
，但其含义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
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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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方法、内容、结构等方面研究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
思主义整体性，并进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实践发展、学科发展等领域研究和回答如何坚持、
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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