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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从1919年到1949年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
历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发
展。
本书在搜集和挖掘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地反映了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比较全面、客观地评
价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
论贡献。
同时，还如实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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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
三、刘少奇论白区工作中党的政策策略辩证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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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1937年―1945年）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系统阐发
一、《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的发表
二、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三、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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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兵民是胜利之本
七、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及其哲学意义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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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及其哲学意义
第三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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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美学、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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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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