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我的作品 《哲学原理演示法》面世后，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但由于 《哲学原理演示法》

是哲学研究，成了研究材料的堆积，所以烦琐冗长，很多人感到工作忙，没时间阅读这么长的文

章；并认为不讲具体演示方法，只提出演示结论也能理解。所以，要求我编写一部只讲演示结

论，不讲演示方法，较简单扼要的书。可我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演示结论是包括产生演示结

论的结论的，所以无法不讲产生演示结论的结论来谈结论。所以我还是只能按我的原著更改一下

名称出版此书。

其实，哲学是难易相成的，哲学的原理也就是哲学的联系和联系结果。哲学的联系和联系结

果虽然联系真理和唯物辩证法，但一句话就能定义，一个标准就能衡量，“三条线”就能贯穿。

只要认识 “哲学是人的思维根据物质的运动、联系推断运动和联系结果，并反映出来为人类服务

的现象”这个哲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就认识了哲学，并且也知道用这个标准衡量什么是哲学。

哲学只要 “反映线”“被反映线”“真理标准线”三条线就能贯穿，讲哲学最终也就是讲这 “一

句话”“三条线”和这 “一句话”“三条线”的联系和联系结果。

当然，这 “一句话”“三条线”的联系和联系结果联系到整个的哲学、真理、唯物辩证法，

联系着宇宙万物；管天管地、管理人类社会，所以涉及的问题很多。再说，产生演示结论的结论

也是结论，所以本书结论并不止于目录标明的这几个问题结论，其中还包括成百上千个形成定

理、定律的问题结论。这些问题结论阐明了哲学、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整个原理。如有不实，请

读者大力批判。

李靖良

２０１４年中秋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１）
********************************

　１１　靠什么来认识哲学 （１）
******************************

　１２　哲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２）
************************

　　１２１　怎样认识哲学的本质 （３）
***************************

　　１２２　怎样认识哲学的定义 （５）
***************************

　　１２３　怎样认识哲学的标准 （５）
***************************

　　１２４　怎样用哲学的标准检验哲学 （６）
************************

　　１２５　怎样知道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搞哲学 （６）
*********************

　１３　怎样证明哲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 （７）
***********************

　　１３１　马克思论哲学的理论说明了什么 （９）
**********************

　　１３２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哲学原理 （１０）
********************

　　１３３　为什么马克思会说哲学终结和死亡 （１３）
********************

　　１３４　为什么证明哲学只能由哲学来证明 （１４）
********************

　　１３５　为什么哲学可以用哲学理论来证明 （１５）
********************

　　１３６　为什么哲学是认识和认识论 （１５）
***********************

　　１３７　为什么哲学是方法和方法论 （１６）
***********************

　　１３８　为什么哲学是检验和检验论 （１６）
***********************

　　１３９　为什么哲学、真理、唯物辩证法是一致的 （１７）
*****************

　１４　什么是哲学的范畴、内涵和外延 （１７）
***********************

　　１４１　范畴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７）
*********************

　　１４２　内涵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８）
*********************

　　１４３　外延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９）
*********************

　　１４４　哲学的范畴、内涵和外延怎么确定 （１９）
********************

　　１４５　哲学的范畴、内涵和外延涉及什么 （２０）
********************

　　１４６　哲学为什么涉及宇宙万有，管天管地管理人类社会 （２１）
*************

　１５　哲学怎样产生和发展 （２１）
****************************

　　１５１　哲学的目的、任务是什么 （２２）
************************

　　１５２　哲学为什么都是些问题 （２３）
*************************

　　１５３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２４）
*************************

　　１５４　哲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２５）
************************

　　１５５　哲学的名称是怎样沿革的 （２５）
************************

　　１５６　哲学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是理论 （２６）
**********************

　　１５７　哲学反映对象包括哪些被反映 （２６）
**********************

　　１５８　哲学的产生都是批判和斗争吗 （２８）
**********************

　１６　怎样从 《易经》看中国哲学理论的缘起 （２９）
********************

　　１６１　 《易经》对哲学理论的贡献是什么 （２９）
********************

　　１６２　经验符号和经验符号论是什么 （３１）
**********************



　　１６３　经验符号能作为哲学的符号吗 （３１）
**********************

　　１６４　经验符号作哲学的符号要注意什么 （３２）
********************

　１７　为什么哲学是文化 （３４）
*****************************

　　１７１　文化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３４）
*********************

　　１７２　文化都是哲学的文化吗 （３５）
*************************

　　１７３　文化有非物质的文化吗 （３５）
*************************

　　１７４　为什么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在中国哲学中 （３５）
**************

　　１７５　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文化与外国哲学文化有异 （３６）
****************

　　１７６　为什么说复兴中华文化要复兴中国哲学文化 （３７）
****************

　　１７７　复兴中国哲学文化复兴什么 （３８）
***********************

　　１７８　怎样复兴中国哲学文化 （４０）
*************************

　　１７９　为什么中国哲学基本理论文化必须创新 （４６）
******************

　　１７１０　中央对哲学基本理论文化创新的指示 （４６）
*******************

　　１７１１　 “中国哲学基本理论文化创新”创新什么 （４７）
*****************

　　１７１２　中国哲学基本理论文化怎么创新 （４８）
*********************

　　１７１３　理论创新为什么要运用好理论标准 （４９）
********************

　　１７１４　怎样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文化 （５０）
********************

　　１７１５　创新为什么要坚持 “三不主义”方针 （５１）
*******************

　　１７１６　为什么不能搞烦琐哲学和简单粗暴的独断哲学 （５１）
***************

　１８　什么是哲学的科学性 （５２）
****************************

　　１８１　科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５３）
*********************

　　１８２　科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来源于什么 （５３）
*******************

　　１８３　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别是什么 （５４）
**********************

　　１８４　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是什么 （５５）
**********************

　　１８５　哲学与宗教唯心的区别是什么 （６０）
**********************

　　１８６　为什么要把哲学精神作为最高的信仰 （６１）
*******************

　１９　哲学怎样分类 （６２）
*******************************

　　１９１　哲学为什么不能按党性、派性分 （６３）
*********************

　　１９２　哲学怎样按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分 （６３）
********************

　　１９３　哲学怎样按不同的理论哲学家分 （６４）
*********************

　　１９４　哲学怎样按不同反映和被反映分 （６４）
*********************

　　１９５　哲学怎样按不同的科学性质分 （６５）
**********************

　　１９６　哲学怎样按不同的哲学学科分 （６５）
**********************

　１１０　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什么 （６６）
**************************

　　１１０１　为什么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哲学原理的作用和力量 （６７）
*************

　　１１０２　为什么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哲学真理的作用和力量 （６７）
*************

　　１１０３　为什么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理论思维的作用和力量 （６８）
*************

　　１１０４　为什么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唯物辩证法的作用和力量 （６９）
************

　　１１０５　为什么哲学的作用和力量是反映和被反映的作用和力量 （７０）
***********

　　１１０６　为什么各时代、各时期、各行各业的哲学作用和力量不同 （７０）
**********

　１１１　什么是哲学的原理　 （７１）
****************************

　　１１１１　为什么不认识哲学就不能认识哲学的原理 （７１）
*****************

　　１１１２　什么是哲学的体系 （７２）
***************************

　　１１１３　怎样认识 “哲学之门” （７３）
*************************

２　哲理辩



　　１１１４　怎样认识 “哲学原理三条线” （７４）
**********************

　　１１１５　怎样理解 “哲学基本原理程序图” （７５）
********************

　　１１１６　怎样纠正 “内在哲学”的弊端从而认识真正的哲学真理 （７７）
***********

　１１２　怎样认识哲学原理与真理规律的一致性 （７７）
********************

　　１１２１　为什么哲学是真理，是真理的标准 （７７）
********************

　　１１２２　为什么哲学是实干，而不是空谈 （７９）
*********************

　　１１２３　为什么哲学涉及错误而不是错误 （８０）
*********************

　　１１２４　为什么哲学真理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密切 （８２）
******************

　　１１２５　为什么哲学问题可以交由真理和唯物辩证法来解决 （８３）
*************

第二章　什么是真理 （８４）
********************************

　２１　真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吗 （８５）
**************************

　２２　真理观的错误会带来什么错误 （８５）
************************

　２３　为什么研究真理必须从唯物主义真理观入手 （８６）
******************

　２４　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是什么 （８７）
**************************

　２５　为什么真理只能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８８）
***********

　　２５１　真理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８９）
*********************

　　２５２　真理的内容形式有哪些 （８９）
*************************

　　２５３　真理的对立面是什么 （９２）
**************************

　　２５４　真理只有一个吗 （９４）
****************************

　　２５５　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认识的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 （９６）
*************

　　２５６　马克思的真理观、真理标准是什么样的真理观、真理标准 （９７）
**********

　２６　什么是人和人的思维根据 （９８）
**************************

　　２６１　人的本质、属性和形体特征是什么 （９９）
********************

　　２６２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和非人 （１００）
***********************

　　２６３　什么是人的思维和思维根据 （１０１）
***********************

　　２６４　人的思维根据物质的运动、联系是什么意思 （１０１）
****************

　　２６５　为什么说思维的作用是哲学真理辩证法的作用 （１０２）
***************

　２７　什么是 “的”“对”“及其”“推断” （１０２）
*********************

　　２７１　什么是 “的” （１０２）
*****************************

　　２７２　什么是 “对” （１０３）
*****************************

　　２７３　什么是 “及其” （１０３）
****************************

　　２７４　什么是 “推断” （１０３）
****************************

　２８　什么是意识 （１０４）
********************************

　　２８１　意识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０４）
*********************

　　２８２　为什么说最能确定意识的是目的和动机 （１０５）
******************

　　２８３　意识的别称是什么 （１０６）
***************************

　　２８４　意识是非物质吗 （１０６）
****************************

　　２８５　什么是意识形态 （１０７）
****************************

　　２８６　什么是意识域 （１０８）
*****************************

　　２８７　无意识、潜意识也是意识吗 （１０８）
***********************

　　２８８　为什么正确的意识不是单方面的物质 （１０９）
*******************

　　２８９　社会意识不能与社会存在等同吗 （１０９）
*********************

　　２８１０　意识都有阶级性吗 （１０９）
**************************

３目　录　



　　２８１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归于人的意识吗 （１１０）
****************

　２９　什么是客观 （１１０）
********************************

　　２９１　客观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１０）
*********************

　　２９２　什么是存在，只有什么才存在 （１１１）
**********************

　　２９３　什么是主观主义 （１１１）
****************************

　　２９４　什么是客观反映 （１１１）
****************************

　　２９５　什么是反映的客观和被反映的客观 （１１１）
********************

　　２９６　主体怎样转化为客体，客体怎样转化为主体 （１１２）
****************

　　２９７　主观怎样转化为客观，客观为什么不能转化为主观 （１１２）
*************

　２１０　什么是事 （１１３）
********************************

　　２１０１　事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１３）
*********************

　　２１０２　什么是运动，有无物质、非物质的运动吗 （１１４）
****************

　　２１０３　事是非物质吗，产生事的动因是什么 （１１４）
******************

　　２１０４　无物质、非物质能产生事吗 （１１５）
**********************

　　２１０５　事与宇宙空间、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１１５）
*******************

　　２１０６　怎样划分不同的事 （１１５）
**************************

　２１１　什么是物 （１１６）
********************************

　　２１１１　物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１６）
*********************

　　２１１２　怎样划分物的质 （１１７）
***************************

　　２１１３　什么是一性物质和二性物质 （１１９）
**********************

　　２１１４　非物质、反物质、零和无是物质吗 （１１９）
*******************

　　２１１５　不是物质的非物质、反物质存在吗 （１１９）
*******************

　　２１１６　宇宙间有非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吗 （１２０）
******************

　　２１１７　宇宙的空间、时间是物质还是非物质 （１２０）
******************

　　２１１８　宇宙有物质性，为什么物质动宇宙不动 （１２０）
*****************

　　２１１９　物的本原是存在物还是无物 （１２１）
**********************

　　２１１１０　怎样理解物质的创造和消灭 （１２２）
**********************

　　２１１１１　物质能创造为非物质，非物质能创造为物质吗 （１２３）
**************

　２１２　什么是规律 （１２４）
*******************************

　　２１２１　中国过去怎样描述规律 （１２５）
************************

　　２１２２　外国过去怎样描述规律 （１２７）
************************

　　２１２３　规律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２９）
********************

　　２１２４　什么是联系和联系结果 （１３１）
************************

　　２１２５　规律有哪些属性和没有哪些属性 （１３１）
********************

　　２１２６　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是什么 （１３８）
***********************

　　２１２７　怎样认识规律的存在 （１４０）
*************************

　　２１２８　怎样从规律认识规律 （１４３）
*************************

　　２１２９　什么是规迹，怎样从规迹认识规律 （１４３）
*******************

　　２１２１０　为什么规律都是自然的和必然的 （１４４）
********************

　　２１２１１　怎样从因果律认识规律 （１４４）
************************

　　２１２１２　怎样认识规律的名实存在 （１４５）
***********************

　　２１２１３　怎样运用 “法则”证明规律 （１４５）
**********************

　　２１２１４　人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吗 （１４６）
*********************

　　２１２１５　人能创造、改变和消灭什么规律 （１４８）
********************

４　哲理辩



　　２１２１６　认识 “人能创造和消灭一些规律”有什么好处 （１５０）
**************

　２１３　什么是正确 （１５１）
*******************************

　　２１３１　正确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５１）
********************

　　２１３２　正确的内容形式有哪些 （１５２）
************************

　　２１３３　怎样用 “箭靶图”演示证明正确的形式 （１５２）
*****************

　　２１３４　怎样用衡门、牌坊、华表演示证明正确的形式 （１５３）
**************

　　２１３５　怎样用 “天平图”演示证明正确的形式 （１５３）
*****************

　　２１３６　正确和真理的对立面是什么 （１５４）
**********************

　　２１３７　正确和真理的对立面是不是抽象 （１５５）
********************

　２１４　什么是反映 （１５６）
*******************************

　　２１４１　反映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１５７）
********************

　　２１４２　与哲学真理有关的反映有哪三种 （１５７）
********************

　　２１４３　为什么反映都是物质的反映 （１５９）
**********************

　　２１４４　什么是反映的主体和客体 （１５９）
***********************

　　２１４５　人的认识和意识反映的反映和被反映包括哪些 （１６１）
**************

　　２１４６　人的认识和意识反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什么 （１６２）
**************

　　２１４７　为什么人的一切行为和行为结果都是认识或意识反映 （１６２）
***********

　　２１４８　认识反映和意识反映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１６３）
*****************

　　２１４９　意识反映在各种理论中的归属是什么 （１６３）
******************

　　２１４１０　人类历史上关于认识的反映有哪些 （１６４）
*******************

　　２１４１１　在现有的认识论上我们还需要认识什么 （１６７）
*****************

　　２１４１２　人类是怎样制名指实，用名反映实的 （１７５）
******************

　　２１４１３　中国哲学关于反映和被反映的研究有哪些 （１７６）
****************

　　２１４１４　反映和被反映的内容形式是什么 （１７８）
********************

　　２１４１５　反映都有被反映者吗 （１８１）
*************************

　　２１４１６　怎样理解与真理对立的错误行为没有被反映 （１８３）
***************

　　２１４１７　怎样理解认识和意识混淆的四种反映和被反映 （１８３）
**************

　　２１４１８　什么样的认识和意识反映才能构成公认的真理 （１８４）
**************

第三章　真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作用和力量是什么，由什么产生 （１８６）
********

　３１　真理是怎样产生的 （１８６）
*****************************

　　３１１　什么是真的去理的真理和理得正确的真理 （１８６）
*****************

　　３１２　为什么真理的产生和发展是反映和被反映的产生和发展 （１８７）
***********

　　３１３　什么是广义的真理产生和狭义的真理产生 （１８８）
*****************

　　３１４　真理的反映方怎么产生和发展 （１８９）
**********************

　　３１５　真理的被反映方怎么产生和发展 （１８９）
*********************

　　３１６　真理产生的固有来源和不灭条件是什么 （１９０）
******************

　　３１７　怎样证明真理产生的固有来源和不灭条件 （１９２）
*****************

　　３１８　证明真理产生的固有来源和不灭条件必须否定什么 （１９４）
*************

　　３１９　为什么说真理的产生和发展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 （１９６）
************

　３２　真理是怎样构成的 （１９６）
*****************************

　　３２１　为什么构成真理必须有被反映的先前存在 （１９７）
*****************

　　３２２　被反映的先前存在包括哪些存在 （１９８）
*********************

　　３２３　被反映的先前存在是怎样的存在 （１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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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４　真理的构成过程是个怎样的过程 （１９９）
*********************

　　３２５　真理和错误是怎样的同一个来源 （２０１）
*********************

　　３２６　还没有人类的时候有没有真理和错误 （２０２）
*******************

　　３２７　真理是 “一分为二”的还是 “合二为一”的 （２０３）
****************

　　３２８　真理是和谐的还是矛盾的 （２０３）
************************

　３３　真理是怎样发展的 （２０４）
*****************************

　　３３１　真理怎样向多的方面发展 （２０４）
************************

　　３３２　真理怎样向绝对真理发展 （２０６）
************************

　　３３３　真理只能靠斗争来发展吗 （２０７）
************************

　　３３４　为什么要提倡真理的和谐发展 （２０８）
**********************

　　３３５　为什么真理靠学习经验知识来发展 （２０８）
********************

　　３３６　为什么真理首先靠脑力劳动来发展 （２０８）
********************

　　３３７　真理怎样靠转化错误来发展 （２０９）
***********************

　　３３８　真理怎样靠坚持真理来发展 （２１０）
***********************

　　３３９　真理怎样靠传承、复兴、创新来发展 （２１０）
*******************

　　３３１０　真理和错误转化还能称为真理和错误发展吗 （２１１）
***************

　　３３１１　真理怎样向错误转化，错误怎样向真理转化 （２１１）
***************

　　３３１２　真理向错误转化，错误向真理转化的形式怎样 （２１２）
**************

　　３３１３　真理都转化成错误，错误都转化成真理吗 （２１２）
****************

　　３３１４　真理和错误的转化主要靠什么来实现 （２１２）
******************

　　３３１５　真理的产生和发展受什么条件的影响和限制 （２１３）
***************

　　３３１６　怎样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产生和发展看真理的发展 （２１６）
*******

　３４　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什么 （２１７）
**************************

　　３４１　真理的作用和力量与错误的作用和力量有什么不同 （２１７）
*************

　　３４２　为什么有利于社会的作用和力量都是哲学真理的作用和力量 （２１８）
*********

　　３４３　哲学真理有哪些作用和力量 （２１９）
***********************

　　３４４　为什么凭借真理可以认识过去、预料未来 （２１９）
*****************

　　３４５　为什么真理能作标准检验人的行为，检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理性 （２２２）
****

　　３４６　为什么真理能作标准规范人的行为，规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２２３）
***

　　３４７　为什么真理具有否定错误的权威 （２２４）
*********************

　　３４８　为什么真理有资政的作用和力量 （２２５）
*********************

　　３４９　怎样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看真理的作用和力量 （２２８）
**

　３５　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来自什么 （２２９）
*************************

　　３５１　为什么说物质决定精神不是伪命题，但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命题 （２２９）
********

　　３５２　为什么说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来自哲学本身的作用和力量 （２２９）
**********

　　３５３　为什么说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来自意识和意志的作用和力量 （２３０）
*********

　　３５４　为什么说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实践产生的 （２３０）
*****************

　　３５５　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由哪些反映产生的 （２３１）
******************

　　３５６　真理的作用和力量是由哪些被反映产生的 （２３２）
*****************

　　３５７　为什么说不能偏废任何一方的作用和力量 （２３４）
*****************

　　３５８　为什么说真理的作用和力量不都是由人的成败来定论 （２３４）
************

　　３５９　为什么说真理的作用和力量靠调整关系和民众的支持 （２３５）
************

６　哲理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真理有哪些属性，没有哪些属性 （２３７）
**********************

　４１　真理有哪些属性 （２３７）
******************************

　　４１１　什么是真理的人为性和为人性 （２３７）
**********************

　　４１２　什么是真理的物质性 （２４１）
**************************

　　４１３　什么是真理的规律性 （２４３）
**************************

　　４１４　什么是真理的客观性 （２４６）
**************************

　　４１５　什么是真理的全面性 （２５０）
**************************

　　４１６　什么是真理的意识性 （２５０）
**************************

　　４１７　什么是真理的认识性 （２５２）
**************************

　　４１８　什么是真理的可知性 （２５６）
**************************

　　４１９　什么是真理的正确性 （２５８）
**************************

　　４１１０　什么是真理的反映性和被反映性 （２６３）
********************

　　４１１１　什么是真理的理论性 （２６５）
*************************

　　４１１２　什么是真理的科学性 （２６７）
*************************

　　４１１３　什么是真理的政治性 （２６９）
*************************

　　４１１４　什么是真理的标准性 （２７１）
*************************

　　４１１５　什么是真理的权威性 （２７２）
*************************

　　４１１６　什么是真理的实践性 （２７３）
*************************

　　４１１７　什么是真理的普遍性 （２７５）
*************************

　　４１１８　什么是真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２７６）
*********************

　　４１１９　什么是真理的道德性和正义性 （２７８）
*********************

　　４１２０　什么是真理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２７９）
*********************

　　４１２１　什么是真理的运动性 （２８２）
*************************

　　４１２２　什么是真理的有益性 （２８２）
*************************

　４２　真理没有哪些属性 （２８３）
*****************************

　　４２１　为什么真理没有抽象性 （２８３）
*************************

　　４２２　为什么真理没有错误性 （２８６）
*************************

　　４２３　为什么真理没有矛盾性 （２８７）
*************************

　　４２４　为什么真理没有虚伪性 （２９０）
*************************

　　４２５　为什么真理没有非道德和非正义性 （２９１）
********************

　　４２６　为什么真理没有有害性 （２９３）
*************************

　　４２７　为什么真理没有阶级性 （２９４）
*************************

　　４２８　为什么真理没有党派性、种族性、民族性、性别性、国界性 （２９６）
*********

　　４２９　为什么真理没有迷信性 （２９８）
*************************

第五章　什么是检验真理，真理为什么需要检验，检验真理检验什么，怎么检验 （３００）
*****

　５１　什么是检验真理 （３００）
******************************

　　５１１　哲学真理是易于检验认识的吗 （３０１）
**********************

　　５１２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就是质测 （３０３）
***********************

　　５１３　为什么说哲学真理唯物辩证就是检验真理 （３０４）
*****************

　　５１４　为什么说思维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也是检验真理 （３０５）
***********

　　５１５　为什么说理论和实践也是检验真理 （３０７）
********************

　５２　真理为什么需要检验 （３０９）
****************************

　　５２１　为什么说人人都有真理和错误 （３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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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２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认识真理而检验真理 （３０９）
****************

　　５２３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区别真理和错误而检验 （３１０）
***************

　　５２４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识别已转化和不转化的真理而检验 （３１１）
**********

　　５２５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反对邪教，反对伪真理、伪科学而检验 （３１２）
********

　　５２６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检验过去的实践、规范未来的实践而检验 （３１４）
*******

　　５２７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认识过去、预料未来而检验 （３１５）
*************

　　５２８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了用真理作标准而检验 （３１６）
***************

　　５２９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政治的需要而检验 （３１６）
*****************

　　５２１０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把真理和错误判给各自的拥有者而检验 （３１８）
*******

　　５２１１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为坚持真理而检验 （３１９）
*****************

　５３　检验真理检验什么 （３１９）
*****************************

　　５３１　检验真理只是检验认识吗 （３２０）
************************

　　５３２　检验真理只是检验理论吗 （３２１）
************************

　　５３３　检验真理只是检验规律吗 （３２３）
************************

　　５３４　检验真理为什么要检验实践 （３２４）
***********************

　　５３５　检验真理包不包括检验自己还未反映出头脑的反映 （３２４）
*************

　　５３６　为什么检验任何事物都与检验真理有关 （３２７）
******************

　　５３７　为什么检验明摆的错误也叫检验真理 （３２８）
*******************

　　５３８　为什么检验任何人的意识反映都是检验真理 （３２９）
****************

　　５３９　为什么检验真理不应该首先检验人，而应该首先检验他的反映 （３３０）
********

　５４　检验真理怎么检验 （３３２）
*****************************

　　５４１　检验真理的方法只有 “运用理论于实践看结果”的方法吗 （３３２）
**********

　　５４２　理论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吗，只有实践理论才能检验理论吗 （３３３）
**********

　　５４３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是由检验事物及其规律的规律决定的 （３３４）
***********

　　５４４　怎样从政党政府的政治工作看真理的检验机构和检验者 （３３５）
***********

　　５４５　怎样认识检验事物及其规律中的几个检验规律方面 （３３６）
*************

　　５４６　检验真理的检验规律是什么 （３４０）
***********************

　　５４７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的方法是哲学真理的唯物辩证法 （３４５）
*************

　　５４８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３４６）
******************

　　５４９　唯物辩证法辩证什么 （３４８）
**************************

　　５４１０　唯物辩证法担负的两大任务是什么 （３４９）
*******************

　　５４１１　过去有哪些反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形式 （３５０）
******************

　　５４１２　今后的辩证法应与过去的有什么区别 （３５２）
******************

　　５４１３　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 （３６３）
*************************

　　５４１４　证明与正名有什么关系 （３７１）
************************

　　５４１５　什么是反证法，怎样运用反证法 （３７３）
********************

　　５４１６　 “实证论”和 “证实论”有什么区别 （３７４）
******************

　　５４１７　什么是规律证明，规律怎么证明 （３７５）
********************

　　５４１８　为什么规律证明是实践证明和事实证明，为什么不能否定规律证明 （３７６）
*****

　　５４１９　怎样理解实践证明和事实证明 （３７８）
*********************

　　５４２０　哲学真理是不能检验证明的吗 （３７９）
*********************

　　５４２１　检验真理必须坚持什么原则 （３８０）
**********************

　　５４２２　检验真理应该注意什么 （３８２）
************************

　　５４２３　怎样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看真理的检验 （３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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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什么是标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３９４）
**********************

　６１　什么是标准 （３９４）
********************************

　　６１１　标准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３９５）
*********************

　　６１２　标准的起源是什么 （３９７）
***************************

　　６１３　标准为什么无处不在 （３９８）
**************************

　　６１４　标准的检验和规范作用是什么 （３９９）
**********************

　　６１５　用不标准的 “标准”检验和规范事物及其规律会起到什么作用 （４００）
********

　　６１６　在检验和规范事物及其规律和真理的时候标准是怎样被运用的 （４０２）
********

　６２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４０２）
***************************

　　６２１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用来做什么的 （４０３）
*********************

　　６２２　人类历史上用过哪些真理标准 （４０４）
**********************

　　６２３　确定真理标准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说真理的最终标准是真理 （４１３）
********

　　６２４　为什么说马克思的理论标准和试金石标准就是真理的标准 （４１８）
**********

　　６２５　为什么说检验真理以真理为标准是人类社会早就知道的道德准则 （４１９）
*******

　　６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真理标准的主要论述有哪些 （４２０）
*******

　　６２７　为什么哲学真理是科学的标准，是天下之大表，囊括宇宙物质之本 （４２１）
******

　　６２８　为什么说 《欧洲哲学范畴简史》对斯宾诺莎真理标准的否定是错误的 （４２２）
*****

　　６２９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吗 （４２５）
*************************

　　６２１０　真理标准中包含着哪些标准 （４２７）
**********************

　　６２１１　哪些是真理的最初标准 （４２８）
************************

　　６２１２　哪些是真理的最终标准 （４２８）
************************

　　６２１３　检验和规范自然科学的真理中借助着哪些检验和规范物的标准 （４２８）
*******

　　６２１４　检验和规范社会科学的真理中借助着哪些检验和规范事的标准 （４２９）
*******

　　６２１５　为什么说被反映是反映的标准 （４３０）
*********************

　　６２１６　以真理为标准能检验一切所谓的 “真理”吗 （４３４）
***************

第七章　人类历史上用过的真理标准哪些标准，哪些不标准 （４３６）
**************

　７１　人类历史上用过的真理标准哪些标准 （４３６）
*********************

　７２　人类历史上用过的真理标准哪些不标准 （４３７）
********************

第八章　人类怎样用真理作标准检验真理和规范真理 （４４６）
*****************

　８１　真理的标准在哪里 （４４６）
*****************************

　　８１１　什么样的真理能在少数人手里 （４４７）
**********************

　　８１２　用真理作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涉及哪些方面的真理 （４４７）
*************

　　８１３　为什么说真理的标准在确定真理的反映中 （４４７）
*****************

　　８１４　为什么说真理的标准在确定真理的对象中 （４４９）
*****************

　　８１５　为什么说真理的标准在书本里 （４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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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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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８　为什么说真理的标准在确定真理之后的头脑检验中 （４５０）
*************

　　８１９　为什么说真理的标准人类认识得完也认识不完 （４５１）
***************

　８２　在检验和规范真理中真理的标准是怎样被运用的 （４５２）
****************

　　８２１　在检验和规范真理中真理的标准是怎样被作为哲学原理使用的 （４５２）
********

　　８２２　在检验和规范真理中真理的标准是怎样被作为思想概念使用的 （４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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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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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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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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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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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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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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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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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１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 （４６０）
*******

　　８４２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寻找证据证明的过程 （４６１）
*****

　　８４３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 （４６２）
****

　　８４４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４６２）
*********

　　８４５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反映的过程 （４６３）
*********

　　８４６　为什么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是一个坚持真理的过程 （４６３）
*******

　　８４７　为什么说有些检验和规范真理的过程是艰苦漫长的探索和付出过程 （４６４）
******

　８５　用真理作真理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都能得到真理吗 （４６４）
***************

　　８５１　真理的标准是确定又不确定的吗 （４６４）
*********************

　　８５２　为什么用真理作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有的能得到真理 （４６５）
************

　　８５３　为什么用真理作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有的不能得到真理 （４６５）
***********

　　８５４　怎样认识用真理检验和规范真理可能得到的三种结果 （４６６）
************

　８６　怎样看待用真理作标准检验和规范真理的检验和规范结果 （４６６）
************

　　８６１　为什么不能证明的 “真理”不是真理 （４６７）
*******************

　　８６２　为什么不包括意识性的真理不是真理 （４６７）
*******************

　　８６３　为什么认识正确、意识正确都是真理 （４６８）
*******************

　　８６４　为什么认识正确但意识不正确的反映不是公理 （４６８）
***************

　　８６５　为什么认识不正确但意识正确的反映不是公理 （４６９）
***************

　　８６６　为什么反映非物质能产生物质，物质能变为非物质的反映不是真理 （４６９）
******

　　８６７　为什么没有反映和反映对象的不是真理 （４７１）
******************

　　８６８　为什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未经人的意识反映不是真理 （４７２）
************

　　８６９　怎样看待此岸真理和彼岸真理 （４７４）
**********************

　　８６１０　怎样看待可变真理和不变真理 （４７６）
*********************

　　８６１１　怎样看待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４８１）
*********************

　　８６１２　怎样看待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 （４９２）
*********************

　　８６１３　怎样看待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 （４９５）
*********************

　　８６１４　怎样看待具体真理和客观真理 （４９６）
*********************

　　８６１５　怎样看待 “双重真理”和 “多重真理” （４９８）
*****************

　　８６１６　怎样看待物质真理和 “非物质真理” （４９９）
******************

　　８６１７　怎样看待普遍真理和特殊真理 （５００）
*********************

　　８６１８　怎样看待理性真理 （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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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９　怎样看待公认的真理 （５０１）
*************************

　　８６２０　怎样看待不同质的真理 （５０１）
************************

　　８６２１　怎样看待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 （５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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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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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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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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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为什么要坚持真理，怎样坚持真理 （５１３）
*********************

　９１　为什么要坚持真理 （５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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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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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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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４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是因为真理会给人类带来好处 （５１７）
**************

　　９１５　为什么说人只能坚持真理，否则就是坚持错误 （５１７）
***************

　　９１６　为什么说只有坚持真理才能取信于民 （５２０）
*******************

　　９１７　为什么说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５２１）
**************

　　９１８　为什么说只有坚持真理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 （５２３）
****************

　９２　怎样坚持真理 （５２５）
*******************************

　　９２１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 （５２５）
***********

　　９２２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５２７）
*****************

　　９２３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 （５２８）
****************

　　９２４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哲学 （５２９）
****************

　　９２５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认识真理、掌握真理、运用真理 （５３０）
***********

　　９２６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认真实践真理 （５３１）
*******************

　　９２７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 （５３２）
*******************

　　９２８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５４７）
******************

　　９２９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 “破旧立新”、创新复兴 （５５１）
**************

　　９２１０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真理的标准是真理 （５５２）
**************

　　９２１１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理治，坚持法以真理为标准 （５５５）
**********

　　９２１２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５５９）
**************

　　９２１３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正确面对现实，正确反映现实 （５６４）
***********

　　９２１４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纠正错误，反对歪理邪说 （５７１）
*************

　　９２１５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正义、坚持社会公德 （５７７）
*************

　　９２１６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５７９）
**************

　　９２１７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为真理而奋斗 （５８０）
******************

　　９２１８　为什么说坚持真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５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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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要讲哲学、演示哲学原理，必须懂得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原理。什么是哲学？从来没有人讲

清过。“有著名的哲学家说：‘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最恶毒的问题就是问他什么是哲学。’‘什么是

哲学，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个答案。’”（成云雷 《趣味哲学》，第２页。注：本书引文除说明
作者的外，均指引文的出处）据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人们认为：‘只要问什么的，都是哲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 ‘存在’本身，以及 ‘存在’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

学问与所有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 ‘存在’本身。”（《形而上学》第４
卷，第１００３页）后人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把哲学部分分拣出来，归于 《形而上学》。所以过去

把哲学称为 “形而上学”。现在，“形而上学”一词不再是指哲学，而是指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

题。黑格尔认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小逻辑》，第３８页）阿不都尔·
穆罕默德伊明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本质以及人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科学。”有的认为，“哲学就

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日用百科全书》认为：“哲学者牢笼一切知识，对于一切事务究求根本之原

理，而与以说明之学问也。”现在中国的教科书定义的 “哲学”都是以英文定义的。英文的 “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是由希腊语 “爱”（φιλυ）与 “智”（σοια）两字组成，其义为 “知识之爱好”。有的

说创此语者为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有的说此语最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来的。过去认

为，什么是哲学早被马克思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解决。“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哲学是世

界观，也就是关于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的观点、观念的总和。”（《辩证唯物主义》，第１页）“哲学是理
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哲学具有无产

阶级的阶级性、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泽

东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而哲学是由哲学的原理构成的。不认识哲
学原理，哲学原理讲不通，哲学就讲不通。那么，靠什么来认识哲学呢？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分析以

下的问题来解决。

１１　靠什么来认识哲学

哲学只有靠检验哲学、辩证分析哲学来认识。因为要想认识什么，都得靠什么来认识，否则就不

可认识。那么，哲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通过哲学来认识哲学呢？这就得靠先人讲的 “哲学”来

认识哲学。先人讲的哲学是什么呢？这就得靠我们的思维去推理认识先人讲的 “哲学”的本质、定

义和标准。因为认识事物，只有通过事物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来认识；不经过认识事物的本质、定义

和标准，就不能认识事物。过去所谓的 “哲学”都没有正确反映哲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所以，

根本不能认识什么是哲学。另外，认识哲学还要认识哲学的原理。不认识哲学的原理，还是不能认识

哲学。因为哲学不是一个单纯的事物，它是由很多事物构成的、是有原理的。所以，认识哲学得靠哲

学的本质、定义、标准和原理来认识。认识哲学的原理，又要认识涉及哲学的事物及其规律。因为哲

学的原理就是规律，而规律是由事物的联系和联系结果构成的。

先人讲的哲学有作为书名讲的哲学，作为理论哲学和理论社会现象讲的哲学。作为书名讲的哲学

加上书名号称为 《哲学》。这很好理解，它就是讲 “哲学”的书籍。作为理论哲学和理论社会现象讲

的哲学，就是理论哲学的语言、文字反映的 “哲学”。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呢？讲 “哲学”的书籍

讲什么，理论哲学的理论论什么呢？过去不认识这个问题是哲学的本质、定义和标准问题。只认为哲

学就是讲 “哲学”的哲学书籍上关于哲学的理论本身，不认识讲 “哲学”的哲学书籍上讲哲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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