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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一种辅助性教材，应与哲学原理通用教材配合使用。
因此，编写中参照了教育部制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教学要点》的基本内容，并注重知识性和可
读性，力求体现出案例性教材的特色。
汲取了某些哲理趣谈的表现形式，但更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学科组的全体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写。
编写的顺序依次为：第一章导论由尹书范编写；第二章世界的物质性和第三章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发
展规律由纪克勤编写；第四章认识和实践由葛桂荣编写；第五章历史唯物论由李春立、韩雪冰、王文
慧、于春玲编写。
全书由尹书范、纪克勤统纂并定稿。
　　本书通过比较通俗、典型、具体的历史典故、公案、事件，把哲学理论抽象思维的特点生动形象
地再现出来；按照哲学原理的内容及哲学史的编年顺序，依次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哲学流派
及其主要人物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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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第一，宇宙就是物体的总和。
霍布斯认为，哲学的惟一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单个物体的总和，除了物体，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物
体存在了。
物体的根本特性就是不以我们的思维为转移。
它可以用大小来衡量，即物体具有长度、宽度和深度，而不具有长度、宽度和深度的东西就不是物体
。
灵魂、上帝之类的东西不具有长度、宽度和深度，因此根本就不存在。
霍布斯不仅称自然界为物体，而且也称人、社会、国家为物体，宇宙就是物体的总和，坚持了世界物
质统一性的基本原则。
第二，运动只是位置的移动。
霍布斯认为，运动不是物体所经常具有的，也不是物体的根本属性，运动只是位置的移动。
他说：“运动是不断地放弃一个位置，又取得另一个位置”，甚至把生命现象也看做肢体的一种机械
运动，在他看来，人不过是一架像钟表一样的自动机，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
可见，霍布斯的运动观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第三，整个世界就是原因和结果的链条。
霍布斯在探讨物体和事物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物体性质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认为，一切结果的原因都在于动作者和被动者双方的某些性质的相互作用，原因是动作者，结果是
被动者，结果的产生只是由于外部的影响作用。
可见，霍布斯不了解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2．推理就是各种感觉经验的加减第一，上帝的观念完全是人们臆想的结果。
霍布斯在认识论上，继承了培根关于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的唯物主义原则，尖锐地批判了天赋观念的
说法。
他认为，人的认识对象不是任何超自然的东西，而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及其性质，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
通过感觉器官从外部获得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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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案例教材》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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