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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焦佩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如何可能--以“社会”概念为视角、何建华：列宁伦理思想的再认识
、杨信礼：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重读《实践论》、刘毅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与哲学精华、段培君：科学的自由与自由的科学--范式集合的
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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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哲学的时候，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便是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
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首先必须认识
和遵循这种客观规律；但人作为主体，并不是只能消极地适应必然，而是可以借助于对规律的认识和
把握，能动地发挥作用，自觉地创造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辨证的决定论，它要求将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与主体的能动选择有机地统一起来
，反对简单对立，以及片面化、走极端。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方法论要求，也是十分重视的。
当年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国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正确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各个领域里继续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成就；但与此同时，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和偏差。
这首先表现在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迟迟不能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下还要搞“以
阶级斗争为纲”；其次则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
，结果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这样一种搞法，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矛盾运动的规律，所以不可能站住脚。
至于那种片面夸大人的能动作用的错误倾向，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顾实际搞“大跃
进”、“穷过渡”等等，更是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根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重新
调整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首先是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真正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根
本地位来对待；其次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实行改革开
放。
在这样一条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计划经济
体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这样一种新的搞法，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党带
领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所做出的重大历史选择。
实践证明，这样一种新的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正确的和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
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从这条道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这两个方面是怎样有机地统一起来
的；而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作为主体又可以怎样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总结过去，面对未来，我们应该坚定信心，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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