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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一是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二是《费尔巴哈论》解析专题和《费尔巴
哈论》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关系、《自然辩证法》与《资本论》的关系；三是与我国相关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的教科书中的某些观点的商榷；四是简要介绍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合作；五是
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思想的新论，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仅是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不是他的辩证法，而是他的辨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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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占林　男，1936年生，辽宁台安人，中共党员，哲学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
恩格斯研究会会员，
　　社会反响较大的论文有：《黑格尔哲学体系新探》、《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新论《&lt;自然
辩证法&gt;与&lt;资本论&gt;继承和发展了&lt;提纲&gt;的新世界观》、《解释“实事求是”的误导现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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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文章
 一、恩格斯的“狂风暴雨时期”
 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上历史唯物主义
 一一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点体会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引入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变革
 四、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变革
第二章 《费尔巴哈论》研究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与马克思著作的关系
 一、《费尔巴哈论》研究
 二、《费尔巴哈论》继承和发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提出的新世界观一一纪念恩格斯逝
世100周年
 三、《费尔巴哈论》中的实践观点
 四、论《自然辩证法》与《资本论》的关系．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探讨兼与哲学教科书中某些观点的商榷
 一、关于把费尔巴哈哲学归入“德国古典哲学”的商榷
 二、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说成是以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的商榷
 三、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只说成是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商榷
 四、关于把旧唯物主义说成是“不可知论”的商榷
　五、关于把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统一于物质”的商榷
　六、关于把物质、运动、时空只看做是三者的统一的商榷．
　七、关于认为“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的商榷
　八、关于对“静止”的界定和解释问题的商榷
　九、关于把“静止”说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的商榷
　十、关于认为“时空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的商榷
　十一、关于认为“空间三维性”是绝对的商榷
　十二、关于“量的存在与事物的存在并不具有直接同一性”的商榷
　十三、关于绝对真理阐述的商榷
　十四、关于真理辩证法和实践标准阐述问题的商榷
　十五、关于把精神、意识的本质归于“物质”观点的商榷
　十六、关于把历史看成是“连续性间断性的统一”的商榷
　十七、关于“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出发”的商榷
第四章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合作一一纪念恩格斯诞辰180周年
 一、殊途同归，开始合作
 二、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
 三、在革命风暴中并肩战斗
 四、在生活上互相资助
 五、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的延续
 六、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思想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二位一体”的
附录：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思想探讨
 一、黑格尔哲学体系新探
 二、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新论
 三、论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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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黑格尔哲学所主张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不是
当时已存在的普鲁士王国，而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们所许诺的，当时没有
实现的君主立宪制的社会制度。
这种政治主张本身就说明，不是资产阶级彻底革命的主张，而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妥协的政治主张
，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联合执政的形式。
所以，把黑格尔哲学体系主张的社会历史发展的顶点说是普鲁士王国是不对的。
如果黑格尔哲学的政治主张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普鲁士王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的话，那么这种哲学
怎能作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前导呢？
这样解释，与黑格尔哲学的事实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论述都是不相符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黑格尔哲学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或顶点解释为普鲁士王国，而是君主
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治形式。
5.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解释我国哲学界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概括为“关于外部世界
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也有个别人认为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这两种认识，虽然在内容上看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前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涉及三个领域，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运动的一般规律，而
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涉及一个领域，即人类的思维领域。
那么哪种界定是正确的呢？
笔者认为前者的界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实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所以，前者是正
确的，后者的界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实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所以是不正确的。
二者的界定都是根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有关论述，但由于对这些论述的理解不同而造成了
这种分歧。
主要是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四章结尾的一段论述，即“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
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
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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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基本思想探讨与解析》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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