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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
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
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
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
接受。
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需要。
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
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
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
“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
”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
《哲学讲话》的作者不顾一切的怀疑，努力写成了这本书。
这是初试，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做到了理想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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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
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
。
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
通俗化的《哲学讲话》的出版，是《读书生活》最初的收获。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
能够接受。
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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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思奇（1910.3一1966.3），原名李生萱，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人。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
土。
他于1933年在上悔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奉调到延安，先后担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文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
，《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总编，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副总编、延安大型学术刊物《中国文化》主
编。
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主任、副校长，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学部委员。
毕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宣传，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主要著作有《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编）、《艾思奇文集》（两卷）、《
艾思奇全书》（八卷）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众哲学>>

书籍目录

编者序(李公朴)关于《哲学讲话》著者第10版序关于新订重改本修订再版说明第一章 绪论一 哲学并不
神秘——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二 果树林里找桃树——哲学是什么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三 两军对战——哲学的两大类别四 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五 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二元论、机械唯物论六 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辩证唯物论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
的认识论七 用照相做比喻——反映论八 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九 原
来是一家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一○ 由胡桃说起——认识和实践一一 是朋友还是豺狼—
—真理论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二 天晓得——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三 无风不起浪——事物
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一四 不是变戏法——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一五 追论雷峰塔的倒塌——
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一六 岳飞是怎样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一七 没有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一八 七十二变——现象和本质一九 “谈虎色变”—— 形式和内容二○ 
规规矩矩——规律与因果二一 “在劫者难逃”——偶然、必然与自由二二 “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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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一 是朋友还是豺狼前面讲过，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曾给了中国人两个相反的印象：一个是在中国广大
人民眼中的印象，他们觉得美帝国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像豺狼；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印象，他们硬要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尤其在他们自己看来，更是一天
比一天像爷老子。
这两个印象、两种相反的认识，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照我们在前面的答复，那就是：“豺狼的印象是正确的。
”读者诸君！
你们赞不赞成这个答复呢？
我想你们会赞成的。
如果有人反对，说好朋友和爷老子的印象才对，那你们一定要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
如果又有人说：“两种印象都正确”，你又怎办呢？
你当然又要反对，说这种说法太荒谬，太没有道理。
又是豺狼，又是好朋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东西！
但是，世界上无奇不有，往往我们以为荒谬的事情偏会存在。
现在我们当然还没有听到过这种议论，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又是豺狼又是好朋友。
但和这有些类似的思想，还是不难找到的。
在哲学上，它还成了认识论上的一个派别，曾经有许多大哲学家拥护这种主张。
这种派别，叫做主观真理派。
它主张人们的认识没有客观的真假标准，各人的主观就是道理真假的标准；只要主观上认为是真的认
识，只要自己以为是想得通的道理，那就算是正确的道理，就是真理。
因此，照这种哲学思想的观点来看，一个人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豺狼，固然是对的，另一个人硬说它是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对的，反正一切道理都由人的主观来决定，人的主观上相信是对的，
就是对的。
两千年前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就是万物的标准。
”这就是主观真理派的有名的格言。
你说荒谬不荒谬呢？
不说客观事物是人的认识真假标准，反而说人是万物的标准了，这样的思想居然还成了哲学上的一派
，哲学家的头脑岂不奇怪？
但是，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这并不是哲学家的头脑奇怪，只是我们自己以为奇怪。
我们早已说过，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在日常的人们思想里就有了基础。
主观真理派的思想也是一样，不仅只哲学家中间才有主观真理派，我们普通人中间，也可以找到很多
的主观真理派。
有一种很固执的人，他们和别人谈问题的时候，总不肯考虑别人的意见，别人如果反驳他，弄得他无
话可说时，他就会气势汹汹的拍起桌子来说：“我就是这样主张！
反正我认为对就算对。
”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不是也曾碰到过这种人吗？
你们对于这种人有一个批评，说他是“主观太强”，说他是“固执己见”。
这种人，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观真理派，他喜欢把“我认为”当做真理的标准，而不管他的这个“我
认为”是否合乎客观事实。
还有一种人，表面上和前一种人完全相反，看起来简直是另一极端，但根本上也还是主观真理派。
这种人遇到有人争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听了甲的说话，就觉得甲对，听了乙的说话，又认为
乙对。
公婆吵架，在他看来就是公也有理，婆也有理。
这种人你们是不是也碰到过呢？
你们碰到这种人，就会给他们一些批评，或者说他是“毫无定见”，或者说他是“到处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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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自己没有固定的主张，当然更不会要固执什么主张。
他没有一定的是非的标准，当然更不知道客观的标准，别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就是他的标准。
这种人，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很没有成见，实际上他是是非不明，好坏不分，其结果还是承认了非的
一方面，委屈了是的一方面，帮助了坏的一方面，抹杀了好的一方面。
你说美帝国主义也是豺狼，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那你就是事实上赞成它是好朋友这一个谬误思想
，而不坚持它是豺狼这一个真理了。
英美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主张一个国家不但要让民主主义者有宣传自由，而且也要让法西
斯反动派也有宣传的自由，他们说这才叫做“民主”，才叫做“自由”。
他们反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法西斯反动派毫无宣传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表面上似乎在主持公平，实际上是在帮助法西斯复活，伤害了真正的民主。
这种“自由主义”也可以算一种主观真理派，因为他们否认民主的真假的客观标准。
当民主主义的死敌法西斯主义者向他们说：“给我宣传的自由，否则你就不是民主主义者！
”他也就表示赞成，说这个法西斯主义者也是在讲民主主义了。
好了，我们已经把主观真理派的荒谬面目揭露得够了。
那么，我们是什么派呢？
当然，我们就是客观真理派。
我们已经屡次讲过，人类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你的认识对不对，就要看你把客观事物反映得正确不正确，看你所认识的是否和外界物质存在的真面
目符合。
比方我们的认识能力是镜子，一面镜子很平很光，前面来了一个漂亮的美人，照在镜子里也是一个美
人；另一个镜子是凸凹不平的哈哈镜，漂亮的美人照进去，却变成了又短又肥的大肚子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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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哲学(修订本)》介绍：大众文学和大众科学的呼声，我们已经听得很久了，这是反映着客观的
需要。
中国方块文字的困难，以及文化水准的低下，使一般人都切望着通俗著作的出现。
然而，要紧的是著作者是否肯努力来做这种工作。
作者们做惯了高深的学术论文，临到这时，不免多少有点踌躇。
“通俗化是不是可能呢？
”大家都在怀疑，有的人甚至于认为通俗化无论如何做不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
《哲学讲话》的作者不顾一切的怀疑，努力写成了这本书。
这是初试，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做到了理想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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