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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3月2日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思奇同志的百年
诞辰纪念日。
为了怀念艾思奇同志在民族危机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生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战线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现实化、通俗化和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社会各界
人士在1981年至2008年的27年间，曾举行过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大众哲学》出版66周
年、《艾思奇全书》出版发布会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讨会等），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并有党
政军学各界人士赠题词、赞诗80余首。
今天在他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特从中选出一部分代表性文章汇成一册，以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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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央领导和艾思奇生前友好及各界人士题词、赞诗选第二编 纪念艾思奇学术研讨会文选艾思
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现实《艾思
奇全书》评介珍贵的纪录，丰富的宝藏——读《艾思奇全书》终生难以忘怀的恩师——艾思奇延安时
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至今不可缺须臾，奇葩怒放色
更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1961年体系的一些想法学哲学，促科学的几点体会访刘家栋同志做党在理论
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在《艾思奇全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艾思奇全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让哲学成为“解放的头脑——写在《大众哲学》重新出版之际艾思奇与《大众哲学》谈艾思奇同志和
《大众哲学》艾思奇同志的人品和作风我心目中的艾思奇《大众哲学》再版的意义纪念艾思奇，学习
艾思奇回忆艾思奇同志植根大众服务大众引导大众——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66周年初学哲学
者必读的入门书——《大众哲学》再版有感哲学的生命力与哲学的大众化让哲学更好地发挥“心脏”
和“头脑”的作用人民的哲学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里——纪念蒙族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诞辰90周年艾
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在艾思奇哲学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读《大众哲学
》海涅和艾思奇艾思奇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关于《艾思奇文集》第三编 艾思奇家人、友人
和学生的回忆我的点滴回忆《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序理论工作者的楷模大漠雷声昆明学习、留日时期
忆二哥青少年时代对二哥艾思奇的回忆学生、战友、同志——回忆艾思奇同志勤奋的学者坚韧的战士
艾思奇同志在昆明一中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祭忆思奇同志二、三事回忆艾思奇同志在《云南民众日报
》片断忆思奇同志上海时期《大众哲学》的写作及其历史作用思想战线上的卓越战士——回忆艾思奇
同志30年代在上海的战斗生活艾思奇同志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老艾在上海哲学家的科学小品引导我走向
革命的恩师艾思奇同志延安时期哲学大众化的尖兵——怀念艾思奇同志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忆
艾思奇同志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怀念启蒙老师艾思奇同志和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的生命力巨大心仪良
师忆教诲——艾思奇深入浅出谈哲学北京时期在纪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艾思
奇三进清华园纪实之艾思奇在旧大学普及新哲学的功绩和艾思奇同志一起参加土改忆恩师艾思奇同志
忆艾思奇同志两代情谊山高水长——纪念艾思奇逝世30周年怀念姨父艾思奇艾思奇同志和读者心连心
——一个战士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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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些人说，包括这本书在内，中国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论体系都是抄袭苏联的，没有突
破。
其实事情并不如此。
这里可以作一简单的回顾。
　　马克思对自己处在形成和不断发展中的哲学思想体系，没有给出什么名称，只是把在和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哲学相区别而形成的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叫做“新唯物主义”而和一切以前的“旧唯物
主义”划了明确的界限。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名称，只是标明了两者根本性质的不同。
恩格斯则把这一“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看作是它的核心，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
”），或者也称作“历史唯物主义”。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奋斗而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整体，究竟有一个什么名称、什么体系，构成体系
是哪些原理，他们终生都没有作过专门论述。
当然它不是没有自己的体系。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说过：“哲学没有体系就不成其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博大精深有科学体系的不断发展的哲学，问题是见仁见智，有不同理解。
后人根据理解的不同则有不同的说法。
例如，在俄国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大体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称作“辩证唯物主义”，而把“
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其最高的组成部分。
如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就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
前面停住了。
”①这似乎可以作为其例证。
　　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后大多也是继续把马恩的历史观称为“唯物史观”或“
历史唯物主义”，而把他们哲学学说中除去历史观以外的存在论（物质、意识等学说）、发展论（唯
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等的总和，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1938年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其中斯大林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及其内容的表述则有很大变化。
它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因为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是辩证法，而
它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研究社
会和社会历史的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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