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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在本集中的45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时间的跨度从20世纪70年代末
至21世纪初；涵盖的内容，既包括作者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也包括作者从参
加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参与哲学战线一系列论辩所写的文章，一些哲学学术论文、随笔以及其他方面
的文字没有收在里面。
这些文章是从作者多年积累的200多万字的文稿中所选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学习、研究和写
作的情况。
　　新中国的哲学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正值我们的共和国成立不久，党在抓恢复经济、稳
定政局的同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哲学工作也在这时开始起步。
当时哲学工作的任务比较单纯，主要是通过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唯物主义历史
观，稍后，开展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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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贲思，1930年1月出生，浙江嵊州市人。
毕业于外国语学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
曾在外国语学院任教，后在哲学研究所长期工作，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哲学研
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
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常务副主编。
1988年在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哲学联合会指导委员会成员，直到现在。
1988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94年4月兼任《求是》杂志总编辑。
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著作有：《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启蒙》、《哲学与
时代》、《在思想战线上》等。
1998年，出版了四卷本《邢贲思文集》，另，学术随笔集《哲人之路》不久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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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样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把握精髓 认识真理——学习《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体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党的优良传统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迈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献
光辉的理论，伟大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
党的历史和党的思想路线
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
“三个代表”要求和党的先进性
下编 在哲学战线上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为什么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哲学和宗教
真理和独断
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就真理标准的讨论答某同志
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对当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认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关于人生观的若干问题
关于人的价值问题的几点思考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主要特点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若干问题
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主体性哲学
坚持科学世界观，反对唯心论和各种迷信
意识形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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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家争鸣”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在反思、探索、开拓中前进——略谈十年来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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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农的向背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把中农排挤出革命的行列，把它推向敌人一边，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一。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最为复杂、最容易发生混淆的莫过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显示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卓越才能。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它是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
如果是革命的动力，那么它同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往往发生在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上。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它本身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不推翻三座
大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
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
但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
着尖锐的矛盾。
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可以参加革命，又缺乏革命的坚定性。
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而不应当把它拒之于革命的门外，更不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敌人。
但同时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阵脚，特别要防止它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这就是毛泽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出发所作出的精辟论断。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中一个最复
杂的问题。
　　从革命动力的学说出发，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其要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党甚至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
代表国民党结成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
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等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究竟应当
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别国的经验出发，中国的民主革命很可能走上歧途。
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
在旧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
阶级的手里，革命力量处于劣势。
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欧洲革命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左”倾盲动主义
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破产。
中国革命只得另辟蹊径。
中国的大城市没有革命力量容身的余地，但是广大的农村却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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