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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马充思主义哲学形成标志的一场讨论

朱 慧

马克 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这个伺题

是国内外理论界争议颇多的问题
。

为了搞清这个饲
题

,

哲学系韶极学生结合马克息主义哲学发展史课

程的教学犷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

于四月中旬展开

了二场别齐生面袖讨论台
`

, `
-

:
·

大家一致认为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应作为马克

思主义哲半形成的标志 , 内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

部著作使鸟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初具雏难
。

但马

克 思主义哲学并不仅仅就是唯物史观
,

为什么说唯

物史观的形成就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 哲学 的形

成? 围绕着这个间愈少同学们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
,

各自从不向的角度
,

.

对这个向题进行了讨论
。 二

L

大部分同学认为
, 「

马克思八生中有两大发现
: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

剩余价值学 说 是 唯 物

史观被 马克界多菠辛对擎本袋形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直

接得出的结论
。

马克 思主义哲学 以前 的 所 有 哲 学

家户 在社会历史领域都持的是一神唯心史观
,

虽然

有的哲学家在历史观上也曾有过一些闪光的思想
,

只有马党思恩格斯才真正第一 次发现了唯物史观
。

而唯物史观的发现
, `

就科学地揭示出社 会 历 史 领

域中的普遍规律
;
又 因为耍

一

揭 示 出
卜

这 些 普 遍 规

律
,

没有对社会现象进行辩证的认识
、

考察
,

是难
以 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社会存在和社 会 意

识关系的原理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索的原理等

等 )的
、

卡是唯物史观 也就不可能形成
。

因此
,

唯物

史观的形成
,

.

,

也就包含着舞证唯物主丈的基本恩想

的形成
。

只不过由于当时特定的革命形势之要求
,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着重地论述了唯物史观
,

而没有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 明确地系统地表迷

罢了
。

这样理解也是符合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李看

成一块整钢的思想扣所 以
,

唯物史观的形成就成为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
。 瑞

部 分 同 学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鲜 明 阶 级 性 进 行

了 论 证 了 他 们 认 为

,

乌 克 患 主 义 哲 学 是 无 产 阶 级 争

取 全 人 类 解 放 的 武 器

,

马 恩 毕 生 奋
斗

的 目
标

也 就 暴

为 了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

解
放 全 人 类

,

他 们 的 哲 学 目 的

也 就
锉

于 为 无 产 阶 级

打
碎

旧
世 界

,

建
议

新 世 界 的 斗

争
键

供 理 论 基 础

。

而
帷 场

史 观 的 形
成

,

第 一 次 把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学 说 放 到 了 科 学 的 基 础 上

,

创

、

立 了 科

学 社 会
生

义

返

论

, `

为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提 供
了

_

理
诊

武

器

。

因

此

口

唯 物 史 观
的 形 成

,

标 志 着 马 克

舷

义 哲

学 的 形 成

。

还 有 一 些 同 学 认
为

,

规 律 是 分 层 次 的

。

恩 格 斯

就 曾
把

遥
动

分 为 五 种

, :

井

且
说 高

一
级

伪

运
动 形

式 包

括 低 一 级 的 运 动 形 式

。

唯 物 史 观 发 现 的 是 社 会 领 域

的 普 遍 运 动 规 律

,

而 社 会 领 域 的 运 动 规 律 是 最 高 级

的

,

百 膨 被 世 猎 钧 煞
领 域

、
思 绍 领 域 的 规 律

。

因 此

,

括

……间题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使 同 学 们 获 得 了 意 想 不 到

的 收 获

。

在 当 前 教 学 改 革 中

,

这 种 教 学 方 式 充 分 发

挥 了

李 全 锡
积 极 主

劫 怪 办 黔 羲 女

。
满 堂 灌

,

的
被 动 教

学 方 式 不 失 为 一 种 有 益 的 探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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