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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命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实践论、矛盾论、生产
力论、人民群众论“五论”统一的维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它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生产力论和人民群众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
基础，它同社会主义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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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恢远，惠州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广东省第二批“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在《学术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理论前沿》等报
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著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性思
考》，参与主编《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专题研究》、《科技发展与高素质人才培养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读本》，参编《市场经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本》、《干部理论
学习专题精要》、《干部理论学习专题纲要》。
 刘歌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20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160余篇
。
主编出版《列宁若干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哲学争鸣与反思》、《社会发展大趋
势》，《邓小平理论概论》等20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参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
哲学大辞典》等十本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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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
论 第二节 坚持彻底的辩证的唯物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一节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 第二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彻底的辩证唯
物主义的实践论 第三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第四节 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第五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胜利线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
盾论与党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节 对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反思 第二节 社会主义
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开放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节 唯
物辩证法主要矛盾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和政治路线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力论与社会主义的本
质和根本任务 第一节 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第二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四节 “三
个有利于”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创新观点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群众论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本质论” 第一节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论，反对个人迷信 第二节 马克
思主义人民群众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本质论”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伟大飞
跃和两大重要理论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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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我们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坚持“大跃进”，虽然
对实际工作中一些具体的“左”的错误有所发现、有所纠正，但总体上仍然坚持“左”的错误路线、
方针、政策；再加上当时的确出现一些自然灾害；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中苏之间的各种合同，撤
走在中国建设的专家。
这三方面结合起来，造成了三年经济极为困难时期：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商品极为严重缺乏。
挫折和失败教育了全党，也教育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1958年“乱子出的不少”，成立人民公社是一个，大办钢铁又是
一个。
但同时，毛泽东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必要的。
毛泽东当时承认犯了错误，但又强调犯错误是难免的。
当时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
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
”这段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的。
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在1958年的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的情况下，出自毛泽
东的口说出上面那段话，实际上是为自己和党的错误进行辩护，在那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也起了阻
碍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批评。
虽然毛泽东当时在严重的客观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但并没有深入具体分析犯错
误的主观原因。
因此，毛泽东晚年一而再、再而三犯错误，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
”的错误，一直不断反客观上基本不存在的所谓“右”，1966年毛泽东亲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造成了全国十年内乱，造成了比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
旗”更大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灾难。
毛泽东在离开人世前，生前虽然也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一些错误，但从根本上仍然认为“文化大革
命”是对的，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集团赶到了台湾岛，一件就是发动和领导
了“文化大革命”。
历史评价的结果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胜利，这是他的伟大功劳；但是他发动、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是他“伟大的错误”。
毛泽东晚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正“左”的错误。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是好人犯错误，是伟人犯错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第一个探索者犯错误
。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其主观动机是好的，主观愿望是善良美好的。
毛泽东在1958年犯的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其主观愿望是想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想让中国人民尽快、尽早过上富裕的平等的幸福生活。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观动机、原来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发展中
国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毛泽东是中国执政党的领袖，他的一言一行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正确思想、理论
、言行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他的错误言行，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千百万、甚至亿万中
国人民带来痛苦的灾难。
毛泽东晚年长达20多年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左”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由于
个人迷信盛行，毛泽东没有完全认识到和感觉到，所以到他离开人世前，始终没有亲自改正自己的错
误，一直高举“三面红旗”，高举“文化大革命”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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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对6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命运进行哲学反思，坚持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反对任何个人迷信，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