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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整整30年了。
30年来，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伴随，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十
分可喜的成就。
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80年代初，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初创时期。
随着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束，国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急需从思想路线开始，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契机，一
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
“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奠
定了思想前提和社会基础，也同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
正是从那时起，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招生、开课，选题、研究
，初步形成了学科的教学研究队伍，出现了第一批教学研究成果。
不过，由于尚处于初创时期，这些成果主要还是通史型的教材和著作，在研究范式上虽然摒弃了毛泽
东时代的极“左”传统，但在总体上仍处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框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的叙事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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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整整30年了。
30年来，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伴随，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十
分可喜的成就。
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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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的可能性和条件第八章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第一节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
究和科学认识论的建构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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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质　　⋯⋯第九章 第二国际时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第十章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
义哲学理解模式的分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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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已经最终确立，其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成
熟并暴露出来。
这一切都显示出资本主义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不过是
人类从“自然的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中间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体现了这一人类历史根本转折时代的时代精神。
它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和成熟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最高表现，集中反
映了现代社会变革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要求；也是近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历
史研究科学化的最高表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第一节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并向全球疯狂布展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和现代文明，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社会对抗和
战争灾难。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更美好社会为目标指向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和发展
起来。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成熟并暴露出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
这一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阶级基础和意识形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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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看起来，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本科生教材是一件易事。
可是，要配得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验教材”的称呼，编出一本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规范性和适用性
的教材，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好在经过同仁们的努力，这一任务总算完成了。
本书是我和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第一线的年轻教师合作的产物，我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也
参与了初稿的写作。
各部分的编写者为：前言，姚顺良；第一章，夏凡、侯占胜；第二章，毕志民；第三章，毕志民、王
幸平；第四章，汤建龙；第五章，周嘉听；第六章，夏凡、豆勇超；第七章，姚顺良、王幸平；第八
章，汤建龙；第九、第十章，姚顺良。
全书最后由我修改定稿。
夏凡协助我拟订了全书的编写纲目，并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工作。
我所在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同仁们，特别是张一兵、唐正东、胡大平教授在本教材拟
订提纲和多次修改书稿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是在我的老师孙伯揆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
编写的。
该教材原为三卷本，由侯惠勤教授主持修订再版时浓缩为上下卷。
因此，如果说本教材取得了些许成果，那应该归功于由孙先生开创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传统和学科同仁长期的学术积淀。
但其中观点的偏颇、史实的疏漏与阐释的不足，当由我负责，以体现“主编负责制”和“文责自负”
的原则。
同时也恳请学界同仁和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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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验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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