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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和理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立党立国的提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

装学生头撞的任务。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如何，

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大报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

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全E建设小襄社会及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目标能否实现。所以我

们在牢牢捏握高校思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吕挥和精神实质的同时，立足于为哥家培育合

格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根本吕标，结合学生思想和心理发展的特征，编写了本书，希望通过

此辅导教材对提高学生的素质，深化对教材的理解租把握起重i高屋建领的作用。

我们在编写本辅导教材时，综合考虑了全望高校已经实菌的思握政治理论课新课程

方案和改革以后思想政治玉皇论课的各科教材，为了让高校学生特辑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更

好地把握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准备参姐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大三、大医始学生更好地复

习考研政治理论，本书编写组紧扣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捏教材的精华与重

点难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做到有韵鼓矢，提高学习效率。

本书由李勇、史成虎担任主编，各篇的作者是 z 韩丹〈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穰

论)、史成虎〈第二篇毛泽东思想和中医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王兴波〈第三篇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人李勇(第四篇第一至六章)、王东西(第匹篇第七、八章)。全书由李勇、史

成虎统稿、定稿。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林益教授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鼠，难免有疏漏京错误之处，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拉谆指正。

编者

2011 年 5 月

• I • 



目录

第一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模诠

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3 

第二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0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主主.... .... .... .... ..... .... ..... .... .... ... .... .... ....………………. 23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n

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列

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44 

第二篇 毛萍东思想与中国特色桂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诠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6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52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54

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58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63 

第六章 社会主义韵级阶段理论…………………………………..................... 68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73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77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住..~ .. . .. . .………….......…................………. 94 

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1

第十二章祖国完全统一的精想………………........…..........………………·… 105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 ... ...... ...... ...... ...... ... 113 

第十匹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鱼的钱靠力量……………………………... '" ... 119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鱼的领导核心…………………………………… 121

第三囊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第一章 反对丹国侵略的斗争.........………………….........……………………. 126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窥探索……………........……………·………………… 133

第三章二军支主运气石土斗副树皮的是结.........…….........…….........………. 137 

• 1ll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 ......... ... ... .., •.. .., ..• .., .•.•..••. ...••....••. .••.•. 142 

第五章 中医革命的新道路…………….........…·…………........………………. 150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53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 ...…… 162 

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67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括需进………………........…………………. 172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薪时期…

第四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撑基础

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 185 

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 187 

第二章继革爱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193 

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λ生价董…………………………………………… 197

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 206

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 217

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 219 

第七章增强法律意识 弘据法治精神……………….................……………. 221 

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 .........................…… 226 

• lV • 



毫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慨论

电〉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一〉从三个墨西来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后继者进一步丰富租发展的观点租学边

的体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以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根本研究对象，是关于进界

的普遍本最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另号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

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震普遍规律的科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部现代无产带级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是现代无

产阶级的摄本利益和革命运动部反映，另一方画是为实现无产除级报本利益服务的，是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关于无产盼级和人类解鼓的科学。

〈二)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

(三〉含义

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体系。

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患格斯偌立的基本理论、基本现点和学说，同时由列

宁、毛泽东等后来的马克里、主义者玲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景

〈一)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文明和冲

突并存的时代。从文明来看，自由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家之阔的自由竞争，极大地缸进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资产带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冲突来看， (a) 生产社会化与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与资本主义相伴商生，并

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扭曲属期性爆发。他) 19 世纪 30 年代也来，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的矛盾在当时欧洲的发达国家，已经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的

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提供了防级基础。

• 1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戴和对人类文明成果韵继承与制薪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具有政重的优点:比起工人活动家，他们具有高度

的理论素养 z 比起其他理论家，他们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可以说，他幻兼有"学者和革

命家的品质"。理论和实践剖双重探索，使他们实震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

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他们从批判 IB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解决了无产所级和劳

动群众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批判撞继承、理故人类 19 世纪所剖造的住秀文化成果一←德国古典哲

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居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本质和发黑规律，总结了工人防级斗争实践的经踵，进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康发展

马克罩、主义具有与时侯进的理论品贵。马克思、恩格斯在量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停止

对自己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们逝世以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继者们在新的药史

条件下一直继续着发展马克思主义事业，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提

升莞新的水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翠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产生

以来获得新发展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这些科学成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剖统一。

(一)马克患主义是科学的世界理和方法诠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并在此基瞄上掬或

→个有内在联系的完备雨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或为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

类解放的认识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具有鲜陋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窃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前提本利益，这是马克

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晶厦

坚持→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

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贯。这一理论品质，是近 160 年来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命力

的关键所在。

〈圄)马克思主义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

实现物贵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离全面发展部共产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e

以上四个方面梧互联系、内在统→，体理了马克思主义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

的高度统一。把握住这8个方面，就可凯从总体上捏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E 、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程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雨时候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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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否黯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悲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担子失

败。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房在。

(一〉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统→，是马克患主义的→个最基本的京剧。学习理论，武装头蔚要做

到:第一，掌握其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掌握其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指导实践。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弘揭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虱。第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用发震着的马

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大学生要努力做到:第一，在思想上自觉边竖持以

马克患主义为指导，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二，不

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现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坷题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椅值

体系，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主雪、文化韵影响，树立社会主义价吉呈现。第三，不断增强摄务社

会的本领，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飞〉第二幸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友展规律疆

一、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

黑格絮说"哲学是一个~族精掉的命睐。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那么哲学

就是社会科学的皇冠。""→个国家没有哲学，事主像一座雄伟壮现的高中没有持像一样，空

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部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爱因斯坦说"与其说我是

物理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毛泽东说"没有哲学，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基本的方法，连

扯皮都扯不清楚。"

(一)哲学的含义

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现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恙体看法和

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由界所遵循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有什么

样的在界现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二)哲学基本闰题

患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JïiL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闰者为第

一性，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提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不同回

答，哲学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基本涯魁:瞠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

为物质，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唯心主义把进界的本原归结

为精神，主张意识第一性，物渍第二性，物费是意识的产物。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

面的不到回答，哲学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可知论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不可知



论认为世界是不能被人所认识或不能完全认识。

第二，唯物主义哲学的三个基本影态。唯物主义哲学经历了三个基本彭态，即古ft朴

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古代朴素堆物主义将物质世界等同

于某种具体的物最影态。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古希菇、古罗马关于水、火、气是世界本原

的学说。近代形而上学堆物主义在解释世界的本原时，以自然科学为依据，捏基本粒子的

构成、物虔结梅及其某种属性作为世界的本原。辩证璀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

贡决定意识。

第三，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形态。哇心主义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

义。客1克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某种外在的、神秘的力量。如黑格尔的"绝对理

念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柏拉围的"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老子的"道"天地之

模、万物之母，朱嘉始"理在事先"。主现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在于人的主观精神

(人的感觉、经验、现念、意志、心等) ，客w.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是这种主现精神的产

物。如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孟子的"万物皆各于我押，王

阳明的"非外克物"。

第四，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和形币上学是在唯物主义租唯心主义基础上产生

的两种不同的发是现。辩证法坚持商联系的、发展的班点看问题，形而上学主张用孤立、

静止的王军点看问题。

第五，唯物史观和唯斗史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基础上

产生的两种不爵的勇史现。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瞎心史观认为社会意

识决定社会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以科学的实践现为基础，正确地

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在界的关系，从需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吉

然现京历史观的统一 o

二、物震世界和实鼓

(一)物康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吸收了其物景观中的正确论点和思想，对具体

科学关于物质世界研究的最薪成果进行了哲学的穰捂程总结，形成了科学的物贯现。

(1)物质范畴是睦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

第一，列宁关于物质的界定。列宁从物质与意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上把握物厦，揭

述了物质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革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

的，它不钱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古]前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f物贯范畴是对物质

世界多样性历做的最高的哲学概括。物质的堆一特性是客现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

之外，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第二，马克思主义物质现的理论意义 o (ε) 坚持了物贵的客现实在性原则，坚持唯物

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是i清了界限。 (b) 坚持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泣，

有力地批判了不可知论。(c)体现了唯物论租辩证法的统一，克服了影而上学唯物主义

的缺陪 o (d) 体现了哇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现的统一，为期底的瞠物主义奠定

了理论基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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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震和意识

第一，意识结本景。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前产物，是人醋的就能和属性，是物质

世界的主现映豫。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商直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社会实

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意识的本质是物质世界的主现

映豫，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影式的统一。马克思说"现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

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部己f

第二，物景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掖赖于物庚并反作用于物质。马克患

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有物质的力量来握毁;但是理论

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说"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贯f

(3)物质世界是运动的

第一，运动是物质韵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的现象的变化及

其过程的哲学范畴。物质和运动的关系，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 (a) 物质是运动的，物

质离不开运动 a 不运动的物质不存在。脱离运动谈物质是影商上学现点 o (b) 运动是物

质的运动，运动离不开物嚣。物质是运动的载体和承担者。脱离物质谈运动是唯心主义

观点。

第二，特殊的运动状态一一静止。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又有

某种暂时的静止，那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物贡运动在→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运动手自

静止辩证统一。 (a) 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因丽是绝对的;静止是局部的、暂

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b) 静止是运动的特珠状态，是不显著的变化，是运动过

程中的某种稳定状态。(c)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d) 任何事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

的统一。只承认绝对运动否认相对静止是梧对主义诡辩论，只承认静止否认绝对运动是

形而上学不变论。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即一维性或

不可逆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即三维性。时空是绝对和梧对的统一。时空

的绝对性是指时空的客观性，物质运动与时空不可分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对空的相时

性是每一以具体的事物的具体时空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时空是无F臣和有攘的统

一。时空的无限性是指物质世界在时间上的无始无终、空!哥上的无边无际;时空前有限'注

是指在前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时间是有始有终、空间上是有边有嚣的。

重界是永恒运动和发展着的物嚣的世界。包括吉然界租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

其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就是客现实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基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根本要求。

〈二)社会生活本震上是实践揭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珉，不仅揭示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而E阁晓了实践在人类生

活中的根本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现在包基础。

第一，实践的定义、特征和形式。马克思主义吸取了哲学史主关于实践认识的合理因

素，缸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和探索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具

有物贯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物居生产劳动实

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等。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无论伺

种形式的实践部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包含着物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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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活动变换和观念的转换。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第二，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盾。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

会的茄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

活的本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是对人们各种社会活动的总

称。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z实践是社会关系影成的基磁;实践形成了社

会生活的基本领域 z 实践构或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践的。

三、事劫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一)事物的普遍联系

第一，联系的含义及特征。联系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莲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

间和事物之间柜互影响、梧互制约如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

第二，联系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

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现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当前中国正在

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梅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熬、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裙互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坚持

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的协娓和持缕的发展，但进入的全面发展。

〈二)事物的永恒发展

第一，发展的含义及特征。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必然导致

事物的运动、变化租发展。事物之前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事物原有的状态和性贯发生程度

不同的变化。联系构成运动，运动引起变化，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发展。发震是前进的上升

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新事物是萄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

大前途的东西。 18事物是指丧失历史必然性、 E 趋灭亡的东西。

第二，发震的方法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 o 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

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从我国的现实看，我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嚣，它经过自身的长期

发翼，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四、草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

事物在普遍联系和发展中，呈现出三大规律和五大范畴。兰大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五大选畴是原因和结果、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庚、内容

与彭式、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三大规律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麓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

摞泉。

首先，矛嚣的定义。矛盾是反映事劫内部租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莲畴。对

立租统一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对立属性又带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又

称司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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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辩证关系 c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Jì'í双方相互依存、

梧互贯通的性景和趋势。矛嚣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柜互分离的性

质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

同一性也就没有斗争性。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民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梧互结合共

同发生作用的。程是，在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商者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阔

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租摞泉。

最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是古界的普遍

状态。其含义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简单说，就是

事事有矛盾，时对有矛盾。矛盾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

面都各有其特点 e 矛盾的特殊性有三种情形:一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 F二是司一

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二是在矛盾群中存在着摄本矛盾

和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在要矛盾。根本矛盾贯穿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规定者事物的

性质。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娃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其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非报本

矛盾、次要矛盾是处于服从地位的矛盾。在每一对矛盾中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

矛盾的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

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辩证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嚣的特殊

性即矛嚣的个筐。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c 任

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梧统一的关系，却是客现

事物固有的辩证法，也是科学的认识方法。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属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醋，是建设中医特色社会主义

的哲学基础。

(2) 贯量互变规律

贡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

首先，质、量、度的定义。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是一事物豆别于其他事物

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坦定性 o 景和量的

统一就是度。具体来讲，度是保持事物质部稳定性的数量界限。掌握适度的京期是认识

和处理向题的基本要求。

其次，质变、量变及辩证关系。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呈现出量变和质变商种状态租彭

式。质变是事物性踵的根本变化，是事物自一种贡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体现了事

物渐进过程和连续性的中断。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次序的变动，是保持事物的质

的相对稳定性的不显著变化，体现了事物渐进过程的连续性。量变和鼓变的辩证关系

是: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虔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相互嵌

存、梧互贯通。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黯上，事物叉开始薪的量变，如此交替锚

环，影成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震量互变规律理律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位租飞跃

性的统一。

最后，质量互变规律的方法论。( a) 要注意量的积累，所谓"千里之行，始于是亨"。

(b) 量的棋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屡变，不能拨苗助长，急于求成。(c)不应因恶小而

为之，注意防微杜渐。 (d) 丸是要把握一个度，所谓过犹不及。 (e) 当量的积累超过了一

定度以后，要让事物发生贯变，不能拉历史车轮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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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o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蜡事物经历一次

肯定两次否定三个阶茧的发展过程。

第一，肯定与否定。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菌是事物中提使其

灭亡的方臣。当肯定方面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原有的

性量和自身的存在，一旦否定方面取得支E地位，事物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亩，达到i 自我

否定，实现贵的飞跃、矛盾转化租解决。

第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的否定斑。辩证杏定班的基本内容是 :(a) 否定是事物

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 (b) 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c)否定是薪

旧事物联系的环节。(d) 辩证否定的实贯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

克摄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棋摄因素。

第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从内容上看所揭示的是事物的自

我发展、自我完善;从表现形式上看所揭示的是事物的发展波波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事

物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前进性和曲轩性的统一。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否定之

否定规律的方法论提示，我们不能奢望什么事情蕃是一杭风额的，要善于洞察事物发展中

的各种可能性，充分估计其面难和曲折，经得起菌难和挫茹的考验，坚定信心，如难面上，

开辟前进的道路。

(二)五大革畴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形式

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等，它是唯物辩证法理论掉系的重要内容。

(1)原因与结果

①含义。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现象的理象;结果是由原因作用而引起的现象。事物或

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

②对立统一关系。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商一现象在一种关系

中是原因，韶在另一种关系中则是结果。正确认识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全面把握原因和

结果相互转化的发展链条，就能有效地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去挺进事物的发展。

③方法论。正确提握因果联系，增强实际工作经验，增强工作中的预见'性 o

(2) 必然性与鹊然姓

①含义。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

不移的趋势;偶然键是捂客兢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不一定要发生、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

那样出现的不确定趋势。

②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为含义不同、地位不同、作为不同稳定持久的程

度不胃。两者的统一表现为相互依赣、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必然性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

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性剖补充和表现影式，鸽然姓的背后隐藏着必然

性，偶然性受内部必然性的支配。由于事物革围广大，发展无限，所以两者在一定条件于

招互转化 e

③方法论。认识必然和利用自然以获得自由。重视鹊然，和用有利的偶然、机遇，避

免不利的偶然，通过偶然掌握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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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性与现实性

①含义。现实性是包含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可能性租现实性相对立，是

包含在现实事物之中的、颈示着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

②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可能性是潜在的，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东西，现

实性则是一种实现了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现实性也不同于可能性，不能把两者

提为一谈。两者的统一表现在:现实性离不开可能'崖，它是实现了的可能性，没有可能性

的东西是不会变为现实性的;可能性是尚未展开、没有实现的现实性。现实性不是凭空出

现的，它是由现在的某种可能性发展原来的，雨时又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客现事物的发

展，总是在班实性中产生出可能性，而可能性又不断变为现实性的转化过程。

③方法论。立足现实性，把握可能性，发挥主现能动性，争取实现好的可能。

(4) 内容与形式

①含义。内容是指构成事物一切要素的综合，包括事物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

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特征、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等。形式是指把事物的内容诸要素统

一起来的结掬或表现内容的方式。

②对立统一关系。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统一内容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

形式，同一形式在不司条件下可以体现不同的内容 o 内容决定形式，影式反作用于内容。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 V)相互转化，在一种关系

中是内容的，在另一种关系则为形式，反过来也一样。

③方法论。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视形式但反对夸大形式。

(5) 现象与本质

e 含义。现象是撞事物的外部联系、表面特征和外在表现;本质是指事物的提本性

质，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关系。

②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为:现象是表面的可感知的，本厦是内在的，只能

靠抽象思维把握;现象是个别的、具体的、丰富的和生动的，本质是共性的、普遍的、深刻

的 p现象是多变的，本质是稳定的。商者的统一表现为: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

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

③方法论。注意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通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

五、客观麓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一〉自然规律和社会摆律

规律及其客现性。规律范畴揭示的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

系。客现性是规律的根本特点。既反X;J"牵视想律的主现髓意姓和经验主义，又要反对在

提律面前无所作为的思想。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及其关系。自然规律是自然现象国有的、本质的联系。社会规

律是通过人幻的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过程诸现象i司的内在的必然联系 g 自然规律与

社会规律都是物厦世界自身发展的客现规律，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但是，裁者起作用的

方式又是不爵的。自然规律是作为一种言吕的无意识的力量起作用，社会规律是通过擅

有一定司的和意图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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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的能动作用

①意识的徨动作用的含义及表现。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

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主要表现在 :(a) 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前性和计划性。

(b) 意识活动具有剖造性。 (c) 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样用。 (d) 意识具有

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自觉能动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正确发挥

主现能动性必须从实际出发，努力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实践的途径;具备一

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贡于段。

②主现能动性与客班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正确理解主现能动性租客观规律性的关

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卦须尊重客观娓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其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主现能动

性。人们通过自觉活动能够认识规律和科黑规律。实践是尊重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统一的基础。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辩证关系原理，要求在社会历史领域必须认

识和处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与主体选择的关系。

飞 第二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电民， • 

一、商条搜本对立的认识路钱

在认识的本质部题上，存在着两条程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2一条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

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另一条是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j物的唯，心主义路线。

唯物主义认识论分为直现反映论和能动反映论两种形态。直m反映论把人的认识看

或是滔极地、被动地反映和接受外界对象，类似于照镜子那样的活动。所以，又被称为直

现、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如德漠克里特的"影像混"。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寻i 入认识

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岱立了能动反映论。徨动反映论是指认识是在实践基睡上主

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c

P在心主义认识论主要是捂先验论。先验论是插入的认识和认识能力是摞于感觉经

验、先于实践的东西，是先天就有的。如洛克的"白板说"。

二、认识与实践

(一)认识的本质

认识的含义。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的三个要素。任何认识都是主体在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对客体的反映，都是站

现念的形态再现客体的特征、本景和规律。一个完整的认识活动包括三个要素:认识主

体、认识客体和认识中介。认识主体是以某种方式从事社会实践和进行认识活动的人，包

捂人类主体、社会主体、集团主体和个人主体四种形式。认识客体是指进入人的认识活

动，被主体的现念把握活动所指向的客现对象，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有精神客体三种

彭式。认识中介是以各种彭式的认识工具、手段为要素，包括运用和操作这些工具的程序

租方法在内的系统。它是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发展程度的客现标志，主要由物质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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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工具、观念性认识工具和作为感性符号系统的语言工具所组成。

(二)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第一，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

在 :(a)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捏主体租客体直接地、现实边联系起来，使主体能从客

体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怠。正所谓"实践出真知"。毛泽东说过"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

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如实践是认

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提出认识的新课题，推动着认识自萌发展。恩格斯说:

"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捏科学推向前进f雨时，实

践为认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锻琼租提高了主体的认识能力。

(心实践是检拴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现的真理

娃，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币是一个实践的陪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

性，即自己患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表明，人们只

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自己认识的真理性。 (d) 实践是认识的巨的。认识活动的吕的并不

在于认识活萄本身，丽在于更好地改造客体，更有效地插导实践。认识指导实践、为实践

服务的过程，也是认识份值的实现过程。

第二，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a) 先进的、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能够使实践达到预期

的效果，但进入类盘界的进步与发展。 (b) 落后的、错误的认识捂导实践，对实践产生消

极的甚至敲坏的作用，阻碍人类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o

三、认识运动的基本兢律

认识、运动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认识运动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需要经历两次飞跃，即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一)从实践到认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采取了感性

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形式，并经历了由前者到后者的能动飞跃。

第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指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

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影式。从

感觉、知觉到表象，是由个别的特性到完整的形象，由当时感知至2印象的直接保留和事后

回忆的认识过程，这里已经包含着认识自部分到全体，有直接到盹接的趋势。 f但旦整个说

来，感性认识钙然是"生动的直现

深刻，这是其局限住房在，也是它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原因所在。

第二，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指人扪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惑性材料的基础

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盾、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理律性的认识。理性认识包括摄念、

判勤、推理兰种]f;式。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具有摇象性、闰接性的特点，它以反映

事物的本段为内容，因雨是深蔚的。

第三，感性认识朝理性认识能辩证关系。惑桂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用一的认识过程中

的两个除段，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a) 理想认识掖赖于惑性认识，理性认识必须以感

性认识为基础。 (b)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 c (c)感性认识租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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