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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编著者朱传棨。

《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内容提要：本书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恩 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他为创建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对唯物史观
、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书义自然观理论的贡献。
论述了恩格斯与《资本论 》的创作与出版，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研究
，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完善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对恩格斯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作者研究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异同。
书后附由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史略，对研 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腱，读懂马克思和恩
格斯早期著作有极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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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传棨，1928年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顾问，中国墨子学会顾问。
195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冯友兰、周辅诚、任继愈三位名师指导下进修中国哲学。
1958年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于教学的理念。
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史》、《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
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解读》等近10部著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教理论战线》、《武汉大学学报》
等多种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
主持承担了“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博士点科研项目。
离休后被聘做全院博士研究生的政治导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讲授“马恩早期著作研究”
课，并接受教育部委派指导日本访问学者的研修工作。
至今笔耕不止，正式出版了《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文章40余篇，每年还出席有关学
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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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 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研究
　第一章 青年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
  一、向往理性主义自由，鄙视虔诚主义伪善
  二、解脱超自然主义羁绊，走向黑格尔主义
  三、批判谢林神秘的启示哲学，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
　第二章 青年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确立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大意义
  二、对卡莱尔的英雄史观的剖析
  三、走进唯物史观的起始
  四、《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及其理论意义
　第三章 青年恩格斯科学宗教观的形成
  一、憎恶基督教的精神枷锁，信仰神的存在
  二、脱掉“紧身衣”，告别宗教信仰
  三、先进的哲学要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四、恩格斯与马克思并肩创建科学宗教观
　第四章 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创立了唯物史观
  一、对旧哲学历史观的批判
  二、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编 恩格斯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贡献
　第五章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启迪和影响
  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系统论述
  三、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捍卫和重要发展
　第六章 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贡献
  一、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率先做出了历史贡献
  三、恩格斯对发展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及其意义
　第七章 恩格斯与《资本论》的创作与出版
  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义
  二、恩格斯为《资本论》的创作、出版、宣传所做的重要贡献
  三、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以及为第四卷出版的准备
　第八章 《反杜林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旧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
  四、《反杜林论》与中国共产党人
　第九章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
  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
  二、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三、唯物辩证法的性质、规律和范畴的科学基础
  四、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五、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十章 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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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算从前哲学信仰的思想历程
  二、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旧哲学的终结
  三、新学派的产生及其对哲学的变革
　第十一章 实现马克思的“遗愿”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一、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顺序和内容问题
  二、关于家庭形式演化动力问题
  三、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问题研究的新贡献
第三编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完善与发展
　第十二章 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起源》的写作、出版、传播和重大意义
  二、《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关系
  三、恩格斯论人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形成的历程
  ⋯⋯
第二编 恩格斯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贡献
第三编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完善与发展
第四编 问个死于马克思思想异同问题研究
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史略
主题索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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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双重不彻底性。
首先，“它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
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
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
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
们体现出来的。
”他用创造者来代替创造者的这些创造物。
其次，鲍威尔不满意黑格尔讲的绝对精神只是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而“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
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
 就这样，鲍威尔继承了黑格尔又发展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并把它变成了绝对的创造主。
马克思说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
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
世界是被迫使自己异化并采取奴隶形象的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
” （3）自我意识哲学是基督教创世说的复活。
通过前边的叙述看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同现实的一切关系都是决裂的。
这样就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
把现实世界看作是有别于它自身的东西，然后把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当作有别于它自身的东西加以“
扬弃”。
从而达到了自身的统一。
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又归宿于神学，其实质就是基督教创世说的复活。
它和一切神学体系一样，排除了一切现实的进步。
因此，普遍自我意识的运动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也是自身内部的旋转。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以后，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复活了：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
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后才会变成饱满的、实现了的、已揭示出来的起源。
神的批判与人类的批判不同，它是作为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出现于世的。
” 由此看来，这种毫无内容的，与自然和社会隔绝的，只为自己而存在的自我意识，在逃避了世界以
后变成了神圣的精神并作为神圣的精神过着神圣的生活。
作为它的代身“批判的批判”本身也加入了神灵的行列。
马克思指出：“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全
部生涯。
它的往后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
”②不仅如此，就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者对这种哲学也是讨厌的，首先揭露它的秘密的是费尔巴哈。
因此，鲍威尔这次的炮口就不仅是对准一般唯物主义，也是对准费尔巴哈。
 2.批判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征讨” 鲍威尔这次是首先向费尔巴哈开炮的，但他向唯物主义的。
征讨”的历史决不是从费尔巴哈开始的。
对费尔巴哈的“征讨”是他向唯物主义“征讨”的继续。
 （1）鲍威尔对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征讨”。
鲍威尔对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征讨”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关于运动问题。
鲍威尔不仅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为创造的主体，而且还赋予了它自觉运动的属性。
他批判唯物主义者把世界看作物质运动，只是看到了一种运动的假象，而没有看到真正的运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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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