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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问世至今，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了。
这10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来说都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
许多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也对本书的内容和体系等问题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根据这些情况和意见，为了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理论内容，增强它的科学性和战斗性，使它能够更好
地反映当前的时代精神，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改革开放的要求，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进行了本书修订再版的工作。
这次修订是在保持原来的基本理论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着重于总结和吸收近10年来社会实践、科学
和理论研究的新的积极成果，尽可能回答和澄清一些有影响或被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尽可能纠正和弥
补本书原来的某些不足，并增大它的理论容量，增强它的整体逻辑性，同时也适当注意了在教学和应
用中的联系实际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良好愿望。
修订后的本书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我们诚恳地欢迎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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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次修订是在保持原来的基本理论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着重于总结和吸收近10年来社会实践、科学
和理论研究的新的积极成果，尽可能回答和澄清一些有影响或被搞乱了的理论问题，尽可能纠正和弥
补本书原来的某些不足，并增大它的理论容量，增强它的整体逻辑性，同时也适当注意了在教学和应
用中的联系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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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的对象和性质    二、哲学知识和哲
学思维的特点    三、哲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第二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哲学中的基本派别及其历史形态    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同哲学
基本问题的关系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和发展    三、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四、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第四节　
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
义和方法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第一节  物质    一、哲学物质观的形成和发展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
物质概念    三、物质范畴在现代科学中的深化  第二节　运动、时间和空间    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
式    二、运动的基本形式    三、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属性    四、物质世界的时一空无限性　
第三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物质形态的结构和层次    二、人和自然的统一    三、彻底的唯物主
义一元论第三章　人类意识　第一节　意识的起源    一、人类意识产生的自然基础    二、人类意识产
生的社会基础    三、人类意识的神经生理基础  第二节　意识的本质和结构    一、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
映    二、人类意识的基本结构    三、人类意识领域的不断扩展  第三节　意识的特性和作用    一、意识
与实践活动的关系    二、意识的基本特点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第四章　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  第一
节　世界的普遍联系    一、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    二、普遍联系中的系统    三、辩证联系与实践和
科学的发展  第二节　世界的运动发展    一、运动、变化、发展    二、现实世界发展方向性的表现    三
、发展的观点与革命实践  第三节  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统一    一、反映联系和发展统一的决定论原则    
二、联系与发展统一的环节和形式    三、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五章　联系和发展的
基本规律　第一节　量变质变规律    一、质、量、度    二、量变、质变及其辩证关系    三、量交质变
规律的普遍性和具体表现中的复杂性　第二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二、对立面
的同一和斗争是发展的动力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肯定与否
定    二、否定之否定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第六章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第一
节　原因和结果    一、因果关系的特征    二、因果联系的客观普遍性和多样性　第二节　必然和偶然   
一、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二、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　⋯⋯第七章  实践  第一
节  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  第二节  实践的主要特征和系统结构  第三节  实践的基本过程和历史发
展第八章  认识  第一节  认识的发展和发展  第二节  认识的本质  第三节  认识的辨证运动第九章  辩证思
维的表式和方法  第一节  辩证思维的逻辑  第二节  辩证思维的形式  第三节  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第十
章  真理和价值  第一节  真理  第二节  价值  第三节  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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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
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
”实践不断地揭示和证实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即物质性）。
实践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把世界看作永远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的物质世界
，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是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遵循世界固
有的发展规律改造世界的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物质　　我们所处的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有没有共同的本质和统一的基础呢？
如果有，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现象以及它们的特性的共同本质和统一基础又是什么呢？
这是哲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回答的中心课题。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世界是什么作了根本相反的回答，并把各自的回答作为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基
石。
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统一基础，这就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
。
认为世界是精神的，精神是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统一基础，这就是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
。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否认世界有共同的本质和统一的基础，主张多元论的世界观，其中最为典型的
是主张有精神和物质两个本质的二元论。
在哲学史上，一切形态的唯物主义都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才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哲学的物质观。
　　一、哲学物质观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的哲学物质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逐渐完善的漫
长历史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要同唯心主义对世界本质的虚构、对物质的歪曲解释不断进行斗争；另一
方面，它自身也受到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又不断地突破这个限制，由片面到全面、由
浅入深地向前发展。
　　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精神。
客观唯心主义者采用把人的思想，观念“客观化”的手法，断言某种客观的精神实体，如“绝对精神
”、“世界理性”、“神的意志”等是世界的基础和本原，一切客观事物、现象只是客观精神的创造
和表现。
主观唯心主义较为直接了当，声称人的主观精神是客观事物、现象的本原和基础，认为“存在就是被
感知”，物质不过是人的主观思想，是“人的观念或感觉”。
主观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尽管不断变换花样，却始终重复着“物质即感觉”、“心外无物”的陈词滥
调。
科学的物质观就是在同这种种荒谬的世界本原论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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