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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考点一：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1、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

(1)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哲学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人类智慧，是一种理

论形态的世界观。哲学问题总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

(2)哲学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理论论证而形成的关于世界总体的思想体系，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其内容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等在内的理论体系。

2、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

①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是人生观的理论基础，给人生观以一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

而人生观则是世界观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体现，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②人生观又反过来对世界观有反作用。

3、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哲

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世界观作为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2)哲学是人们评价世界的根本方法，体现了哲学世界观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

统一；

(3)哲学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这是哲学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考点二：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1、唯物主义的三个阶段是什么？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①主要缺陷是将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看作世界的物质本原和统一的物质基础；

②古代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猜测”的性质。

(2)近代机械唯物主义

其局限性在于将一切现象归结为机械运动，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唯物

主义具有不彻底性。

(3)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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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形态，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实

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2、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形而上学是什么？

(1)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之外的对象的哲学；

(2)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和解释

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历史上的三种辩证法有哪些？

(1)古代朴素辩证法

(2)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①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

的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必然与自

由等诸多辩证法范畴，建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

②由于唯心主义体系与辩证法的矛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无法形成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理论。

(3)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考点三：世界的物质性

1、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科学内涵

①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实在性；

②物质概念是对各种实物、具体物质存在形态的共同本质的高度抽象；

③把物质理解为“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表明物质是一种可感觉的存在；

④这一物质概念建立于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体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2、运动、时间和空间

（1）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

（2）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特殊表现形态。

相对静止包括空间位置暂时不变和事物性质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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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质与运动的关系

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

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3、意识

（1）意识的本质

①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

（2）意识的能动性

主要表现在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上：

a．意识具有目的性、计划性；

b．意识具有创造性；

c．意识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

d．意识调控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

4、对人类社会生活物质性的理解

①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②生产劳动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是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

物质性的相互作用；

③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考点四：实践与世界

1、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1)实践是人的生存基础；(2)实践是人的意识活动的基础；(3)实践是人的社会关系的

基础。

2、实践的本质

实践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

(1)具有直接现实性；(2)具有自觉的能动性；(3)具有社会历史性。

3、实践的基本类型

(1)实践的三种基本类型

①物质生产实践：是首要的实践活动

②社会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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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科学文化实践：最重要的形式有科学、艺术、教育等。

(2)相互关系

①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它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②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受物质生产实践的制约，并对

物质生产实践产生反作用。

4、实践的基本结构

（1）实践主体：人

三种基本形态：a.个体主体 b.群体主体 c.人类主体

（2）实践客体：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事物

主要类型：

①从是否为实践所创造的角度看，分为天然客体和人工客体；

②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两个领域相区分的角度看，分为社会客体和自然客体；

③从物质性和精神性相区分的角度看，分为物质性客体和精神性客体。

考点五：世界的联系与发展

1、联系的特征

①联系的客观性；②联系的普遍性；③联系的多样性

2、发展

①含义：发展是事物前进的、上升的运动。

②实质：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3、本质和现象；

①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

②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可以直接为人的感官

所感知。

③本质与现象相互依赖

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

现象则从特定的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它的存在和变化归根到底依赖于本质。

4、必然与偶然

（1）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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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必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具有不可避免性。

②偶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并非必定如此的不确定趋势。

（2）必然与偶然的辩证关系

①没有脱离偶然的必然：必然要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

②没有脱离必然的偶然：在似乎偶然性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总有必然性起着决定

作用，并制约着具体的偶然变化。

③必然与偶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a.相对于某一过程来说是必然的东西，对另一过程就可能成为偶然的东西，反之亦然；

b.新事物的成长有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的过程，旧事物的衰亡有一个由必然向偶然的转化。

考点六：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1)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的区别

①逻辑矛盾：指人们的思维过程违反逻辑规则造成的矛盾，它是思维过程中的自相矛盾。

②辩证矛盾：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对立统一关系，它同思维过程中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

造成的逻辑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

（2）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1)同一性：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转化的性质。

(2)斗争性：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限制、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属性，体现着矛盾

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

2、否定之否定规律

（1）辩证的否定的性质和特点：

①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②辩证的否定就是扬弃。

（2）否定之否定的三个环节：

①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②否定之否定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核心。具体表现为：

a.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前进的过程；

b.从内容上看是事物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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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七：认识及其规律

1、认识的本质：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2、认识活动的系统结构

(1)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和中介系统

①主体系统：主体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人

②客体系统：进入认识活动范围的对象。

③中介系统：由联结主体系统和客体系统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工具、认识手段所构成。

(2)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

①理性因素（主要因素，起主导作用）

指认知性的意识，包括人的理智、思维和逻辑等因素

②非理性因素

指非理智、非认知的精神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因素。

广义的非理性因素还包括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心理形式，如幻想、想象、

猜测、顿悟、直觉、灵感等意识因素。

3、真理的一元性、绝对性、相对性

一元性：是指对于特定的认识客体来说,真理只有一个,它不因主体认识的差别和变化而

改变。

绝对性：指真理的无条件性、无限性。 

相对性：指真理的有条件性、有限性。

考点八：社会基本矛盾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一定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占据统治地位、起着支配作

用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以至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

（2）上层建筑

①政治上层建筑：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

司法等。其核心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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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观念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又称意识形态

上层建筑。

③政治上层建筑是在观念上层建筑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2、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之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体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考点九：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

考点十：价值与价值观

1、价值

（1）含义：

价值是事物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群体及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

具有的积极意义。

(2)本质：

价值是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和认识关系中存在着的一种特殊关系。主体和客体都是价值关

系的承担者。

（3）价值的基本形态（价值的存在类型）

物质价值（最基本的价值）、精神价值、交往价值

2、价值观

(1)内容

①价值原则：是形成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的基本原则。

②价值规范

③价值理想

(2)功能

①导向功能②规范功能③凝聚功能④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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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一：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人类解放的含义

人类解放是指整个人类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

解放，关键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

2、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1)基本内涵是指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2)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劳动活动、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和条件

(1)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

(2)社会关系的合理构建。

(3)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

(4)教育的充分发展。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史

考点一：先秦哲学

1、以德配天(最早的天人合一观)

周奴隶制王朝提出了“天命”说，以论证了其统治的合理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永恒性，

从思想上征服商奴隶主贵族，周奴隶主贵族提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理论。

2、五德终始（五德转移）

（1）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历史观。

（2）“五德”即事物的水、火、木、金、土五种德行或性能。

“五德始终”即“五德”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将之用于解释社会历史

的变化,并要求统治者自觉顺承这种“五德”的转运的时运。

3、《周易》

（1）包括《经》、《传》两个部分。

（2）《易传》的体系

①朴素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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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八卦

③道器关系，即一般原则（“道”）和具体事物（“器”）之间的关系问题。

“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就是“易”的八卦体系，“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是

由“道”派生出来的。

4、孔子的哲学思想

（1）正名

正名的具体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仁、忠恕之道、中庸

①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

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

具体的“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统治者的“仁”：“恭、宽、信、敏、惠”。

②忠恕之道

“仁”的体现是“忠恕”。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是“仁”的具体运用，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③中庸

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

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其实质在于追求人际间关系的高度和谐。

5、孟子的哲学思想

（1）性善论（四端）：

四种德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2）仁政思想

①与其性善论紧密联系；

②“仁政”是孟子整个政治哲学的核心；

③“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论；

④“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

⑤政权转移的合理性轨道：推荐、天与、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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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思想；

⑦刑法：“教而不改,而后诛之” ；

⑧实施仁政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提倡工商。

6、荀子的哲学思想

（1）天人相分

①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

②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明于天人之分者即为圣人。

（2）虚一而静的认识论

①“虚”，即不要为已有的认识妨碍将要接受的认识；

②“壹”，即人可能同时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不要使同时接受的不同认识互相妨碍；

③“静”，即不要使幻象、假象扰乱正确的认识。

7、墨子哲学思想

（1）兼爱（墨家思想的核心主张）

主张爱无差等，视人如己，不分亲疏远近、贫富贵贱，同等程度地爱一切人。

（2）非攻：“非攻”是“兼爱”的延伸

（3）尚同：一切有关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包括：

①思想的统一，要求人们在思想上采纳一个标准，不能一人一义。

②政治的集中，要求人们在行动上和上级保持完全的一致，不准自行其是。

（4）尚力非命：

①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提出“非命”,即不相信命中注定。

②墨子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提出强力而为,强调人们应通

过努力劳动来改变客观现状。

（5）三表：墨子提出的检验言论与认识是非的三条标准。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

用之者”。

 a.一表是“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以间接的历史经验(古代圣王事迹)

来判断言论是非。

b.二表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以直接感性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最终依据,因而是三

表中最重要的。

c.三表是“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言论和认识的实践效果来检验认识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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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常重视处于统治之下的社会底层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

墨子的三表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

7、惠施的合同异：

强调差别之中存同一,合“异”于“同”,在惠施看来,天地实为一体,人应不加区分地

泛爱万物。

8、韩非子及法家哲学

（1）韩非子对早期法家思想的吸收（法、术、势）；

①法——商鞅重法 

是指官府颁布的以赏善罚恶为基本原则的律令，是官员驾驭百姓的基本依据。

②术——申不害重术 ：是指君王操纵驾驭臣下的基本手段。

③势——慎到重势：是指君主的权力与威势。

（2）人性论和社会史观：

①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

②“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化的社会历史观(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对古代历

史进行了划分：上古-中古-近古-当今

9、老子的哲学思想

（1）“道”：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那里派生出来的。

①“道”是宇宙本体

②“道”是宇宙变化发展的不变法则。

③“道”是事物内在的自然本性。

④“道”也是修身治国之道

（2）自然无为

统治者在表面上应该少一点欲望，不任意妄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做，统治才能巩

固，得到更多的好处。

10、庄子的哲学思想

（1）《齐物论》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①“齐物”：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

②“齐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

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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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齐物”“齐论”,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

（2）逍遥游的人生观

即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于永恒的精神世界,庄子齐物论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精

神上的绝对自由。实现绝对自由的方法：

“无待”：摆脱外界条件的限制和束缚。

“无己”：各种主观条件也要摆脱。

考点二：汉唐哲学

1、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1）三纲五常（奠定了汉代以来封建道德关系的基础）

①“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②“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孔孟所讲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相

呼应。

（2）天人感应：天和人相类相通,天具有意志,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

a.以类相感；

b.董仲舒主张“人副天数”,认为人是天的副本、复制品或缩影；

c.董仲舒把天视为有意志有情感的人格神,认为天“好德不好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天谴说”和“祥瑞说；

d.天人感应说是董仲舒整个神学政治体系的理论基础。

（3）性三品说

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②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也可以不叫作性。

③只有中民之性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可以叫作性

（4）谶纬学说

①“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测吉凶祸福,又分为符谶、图谶等；

②“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卜筮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而成。

③“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理论依据,神化和异化孔子,

蓄意抬高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编造影射性的图谶符命,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

制度提供“天命”上的依据。由于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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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尊为秘经。

2、王充的元气自然说

(1)“元气”为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

(2)天自然无为

①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

是自然无为的结果。

②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

（3）天不能故生人(故：有意)，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

3、魏晋玄学

（1）王弼贵无论：其基本思想特征是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贵无论促进了中国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发展,但以空洞的抽象观念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故

受到后来以裴顧为代表的崇有论的批判。

（2）郭象的“得意忘象”：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

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得意忘象”的认识论取向：不管人们对事物的具体属性与特征如何舍弃,但万事万物

对于人们的认知而言是必然存在的,是“有”,但经验认识无法给出事物的全体与本真,得不

到真正“本体”。

（3）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批判精神

阮籍认为现存社会的问题来源于维护君臣长官关系的礼法施设。其批判不限于名教的道

德规范功能而直指现实的君主政治体制。

嵇康公然宣称儒家的“六经”为“秽芜”，“六经”倡导的仁义为“臭腐”，要把儒家推

崇的所有礼法制度“兼而弃之”。这无疑亦是对现存现实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激烈批判。

4、两晋南北朝的佛学源流

（1）六家七宗

六家：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

七宗：本无宗、本无异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

（2）佛教僧肇三论

①“不真空论”(本体论)

②般若无知论(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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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物不迁论(方法论)

（3）慧远神不灭论

神是非物质的不灭的东西。以薪火之喻论神不灭，神也可以由这个形体传到另一个形体

去。

（4）竺道生的顿悟说

①涅槃佛性说,众生皆佛论②顿悟成佛论

③法身无色论④佛无净土论

⑤善不受报论

（5）范缜的《神灭论》

《神灭论》从四个层次论定人死而神灭：依次是“形神关系”、“人物关系”、“生死

关系”、“知虑关系”。认为神为人这种特殊形质特殊器官的特殊功能,身死自然神灭。

5、经学重整与唐代儒家哲学

（1）韩愈的道统说

“道统”，就是孔孟的仁义之道。韩愈为“道统”编织出一个传承谱系。

①“博爱”

他用“博爱”解释孔孟的“仁”，“博爱”就是“仁”，行为合宜就是“义”，实现仁和义

的途径就是“道”，内心具备仁和义的本性就是德。

②“义”

韩愈所说的“义”，主要是指“君臣、父子之道”的等级秩序，韩愈认为，讲“道”和

“德”决不能离开仁和义。

（2）李翱的复性说

李翱以《中庸》的理论为依据，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心性思想，提出了“复性”学说以加

强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抗衡佛教信仰的权威。复性之法：

①斋戒其心，不思不虑；

②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

考点三：宋元明清哲学

1、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

（1）无极是世界的总根源,是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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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极是从无极中演化而来,是有了最初时空界限和含有分化机能的、具有运动和静

止性质的有形物质。

（3）在太极的运动中,产生阳气,静止中产生阴气,动静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于是出现了

天地。

（4）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演化为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就是五气,这时候出现四季变化。

（50 五行的运动最终化生万物。在万物中,惟有人“得其秀而最灵”。

2、张载的哲学思想

（1）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

张载在自然观上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把“气”作为世界的实体；批评佛道的本体观、

生死观。

（2）一物两体的辩证法

在宇宙观上，张载提出了“一物两体”的辩证观点。张载肯定“气”是一个兼含阴阳，

包含对立面的统一体，整个物质世界的变化，无非是阴阳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3、朱子的理一分殊

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二程的思想,从宇宙论、本体论的角度完整地建立了“理一分殊”

体系。

（1）理的整体和最高境界成为“太极”,即“理一”。

（2）就其化成各种事物来说,每个事物又有不同的理,所以叫“分殊”。万物即产生、

统一于太极,又是太极的具体表现,体现着太极的整体,这就叫“理一分殊”。

4、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1）“心”,指最高的本体,如说“心即道,道即天”；也指个人的道德意识,即良知。

（2）心外无物”是说,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存在。离却灵

明的心,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也没有灵明的心。

（3）“心外无理”是说,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不必在事事物物上求理,心外求理,就是

心与理为二。心中之理,就是道德原则,它根源于人的良知。

5、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1）太虚一实”“理依于气”的宇宙观 

①对“气”的范畴的新规定：不仅把气看做具体实物，而且进一步规定“气”的本质属

性乃是一种客观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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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理气关系上,坚持气本论的唯物观

③“天下惟器”,“尽器则道在其中”

“天下惟器”：万事万物都是具体的存在；

“道在气中”：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抽象的“道”,不可脱离具体实物而存在。

（2）“天地之化日新”的变化发展观

①“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 

②“天下之万变,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的矛盾观

③“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的常变观

（3）“日生日成”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

（4）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认识论 

①能与所——能必副其所

②形、神、物——以心循理 

③知行关系问题上,强调行的主导作用

④“善动化物”、“以人造天”的新天人观

（5）“理势合一”、“即民见天”的社会史观

①“今胜于古”的进化史观

②“理势合一”与“即民见天

第三篇 西方哲学史

考点一：早期自然哲学

1、泰勒斯——水本原说

泰勒斯第一个提出了“什么是世界本原”这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

原。

2、阿那克西美尼——气本原说

气体是万物之源，不同形式的物质是通过气体聚和散的过程产生的，并认为火是最精纯

或是稀薄化了的空气。

3、赫拉克利特——火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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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一切皆相同的东西)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

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一定分寸上熄灭。”

4、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

（1）逻各斯即“世界秩序”，表现为“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的火。

（2）火的运动，即万物的生成与毁灭是可感的，但是，支配可感运动的逻各斯却是不

可感的。

（3）逻各斯就是因火的不足和多余而造成事物之间转化的原则.

5、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说

①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已是哲学家的人。.

②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是众多的、不变的。

6、恩培多克勒——四根说

①火、土、气、水是组成万物的根，万物因四根的组合而生成，因四根的分离而消失；

②在运动中四根不生不灭，提出“双重道理”：“它们(指根)有时从多中生一，有时从一

中生多。”

7、阿那克萨戈拉——种子说

①认为构成万物的细小微粒是种子，种子的性质与事物的可感性质相同；

②设定了能动性的本原——心灵；

③“异类相知”：认识是由事物的相反性质所造成的相反活动。

8、留基波——原子论

①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②“原子”是充实的最小微粒，“充实”是解释万物存在的原则。“

③虚空”与“充实”相反，是解释事物的众多和运动可能性的原则。

9、智者运动与苏格拉底

（1）智者运动

①“智者”原义为“有智慧的人”。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

就的人(公元前 5 世纪后期)

②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吉亚

（2）苏格拉底

①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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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苏格拉底认为人只应该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哲学应该研究正义、美德、勇敢、虔敬

等与人生相关的问题，而不要把眼光盯在深邃玄奥的自然界。

b.因此，西塞罗才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认识你自己”正是要求人们

去发现人的共同的和普遍的本质。通过强调“认识你自己”而重建起本质,只不过这本质作

为普遍的逻各斯(定义),主要是指精神和道德世界中的事物。

②德性即知识

a.德性是内在于心灵的原则。是指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

艺。他认为这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或可以确定地知道的原则，德性等同于知识。

b.“德性就是知识”与“认识你自己”是两条相互呼应的原则：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认识，

就是关于德性的知识。

③苏格拉底讨论法（“助产术”）

a.苏格拉底在对话时并不宣布问题的正确答案，如助产士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她自

己并不生育；

b.对话者对自己既有成见的否定好比是临产前的阵痛；

c.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

10、柏拉图哲学

（1）回忆说

①我们在生下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事物“本身”或“绝对本质”之类的知识,出生后

却因为受到肉体的遮蔽而暂时遗忘了,而由于感觉经验的刺激又重新回忆起来。

②所谓“学习”无非就是“回忆”。这种回忆是灵魂的净化和提升。

③“回忆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思想。

（2）《理想国》

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试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使哲学家与统治

者融为一体,从而建立一种“哲学王”的理想国度。

②世界是一个由“善”的理念所统辖的秩序井然的体系,那么掌握了“善”的知识的人

(哲学家)也应当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的主宰。

③国家应该有三个社会阶级,即统治者、保卫者和劳动者,他们的职责分别是以智慧来治

理国家、以勇敢来保卫国家和遵行节制而勤奋工作。所以理想国的统治者必定是掌握了最高

知识拥有智慧的哲学家。



军队文职

第 21页

11、亚里士多德哲学

（1）目的论

苏格拉底认为神把灵魂赋予人,使人成为比动物更优越的生灵,并把整个自然(无生命物、

植物、动物)都安排成-一个以人为目的的系统,人则是以认识神作为其最终目的。

（2）四因说

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②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是合一的,“四因”可以归结为形式因与质料因这两个最基

本的原因。

③形式是积极的、能动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质料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和被决定的因素。

整个宇宙就形成了一个从质料到形式交替上升的统一序列,高一级事物不仅构成了低一级事

物的形式,而且也是推动或吸引低一级事物向自己发展和上升的动力和目的。

（3）形而上学

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可以被称为实体哲学。

②实体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实体是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东西；

其次,实体不同于属性,它没有与之相反的东西；

再次,实体没有程度上的差别，即没有一个实体比另一个实体更是实体。

③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它的对象不是特殊的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

在”。

12、伊壁鸠鲁学派

（1）原子论的宇宙观

①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忠实继承者，坚决维护原子和虚空的真实性。

②他认为，原子除有形状、次序和位置之外，还有重量这一性质。

（2）快乐主义（伊壁鸠鲁的伦理学）

a.按照感觉主义的准则，快乐无可辩驳地具有崇高的价值：感觉证明了快乐为善、痛苦

为恶这一常识的正确性。

b.把快乐与幸福相等同，但却坚决反对把快乐与享乐相等同。

13、斯多亚派（斯多葛派）

（1）代表人物：塞涅卡、塞涅卡明、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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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学体系：

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伦理学是哲学的核心和目的，自然哲学是基础，

逻辑学是手段。

14、太一

“太一”是一个无法用定义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本原概念,它有时被称为“神”,但比

通常理解的人格化的神更为广阔和原始,有时称作“原初之善”。

考点二：中世纪经院哲学

1、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1）所谓本体论证明,其实质就是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

（2）安瑟尔谟第一次试图用严密的辩证法或逻辑来证明那个以往一直靠信仰来保证的

神学命题,就此而论，安瑟尔谟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论证的风气。

（3）然而从实质上看,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证明,它不过是一种装

模作样的形式主义。

2、唯名论、实在论

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3、托马斯阿奎那的实体学说

托马斯从存在与本质、形式与质料关系入手，把实体看做由高级到低级的等级系统。

(1)最高实体：上帝。

(2)精神实体

(3)物质实体

4、罗吉尔·培根（英）的四障碍说

把人类认识错误的根源归结为四大障碍：

(1)靠不住的、不适当的权威的榜样；

(2)习俗的长期性；

(3)无知民众的意见；

(4)以虚夸的智慧掩饰无知

5、司各脱的“个性”学说

（1）司各脱认为质料是普遍的基础，而形式则是事物的个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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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是完善的存在，是自然的目的，是直接的、独立的实在。

（3）因此，完善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个别的知识。

6、奥卡姆剃刀

(1)由来

在威廉·奥卡姆看来，无论出自逻辑理由，还是出自经验理由，都没有必要在个别事物

之外设立普遍的实体或实质。

(2)定义

①用他的话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②这句话后来被人转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质”，又被称作经济思维原则。

考点三：近代西欧各国哲学

1、佛朗西斯·培根四假象说

培根对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的分析批判得出：

（1）“种族假相”：指人性的缺陷,即人类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为尺度认识事物,从

而陷入主观主义,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2）洞穴假相”：指个体差别造成的缺陷。相当于“坐井观天”

（3）“市场假相”：指语言交往中产生出的误解。

（4）“剧场假相”：即人们盲目崇拜各种传统的哲学体系和错误的证明法则,并将其移

入人的心中而造成的偏见。

2、笛卡尔的哲唯理论

（1）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①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却不能怀疑自身。

②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并且，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主体，“我”就是怀疑活

动的主体；这样，由于想到我在怀疑，可以确定地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因

此，“我思故我在”。

③“我思”是指思想活动。

④“我思”和“我在”之“我”是同一个实体。

（2）上帝存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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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要从“我思”出发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首先,“上帝”概念不可能来自我自己。“我”是一个不完满的、有缺陷的实体。比较

完满的东西不可能源自比较不完满的东西,就上帝这一表征着最完满的存在的观念而论,显

然我不可能是它的原因,外部世界的物体也不可能是它的原因,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比我更加

完满的存在将这个观念放进我的心灵之中,这个完满的存在就是上帝。

3、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

（1）莱布尼茨认为逻辑规律是世界的根本规律。

（2）莱布尼茨认为推理建立在两大原则之上，即：

①矛盾原则

②充足理由原则

凭借充足理由原则，我们认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

是真的，就应该有一个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由。

4、洛克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1）概念

①第一性的质的观念是指物体大小、形象、数目、位置、运动、静止，具有广延、不可

入、位置、动静等属性。

②第二性的质的观念是指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

（2）区别

a.第一性的质是物体固有的，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

b.第二性的质是凭借物体的第一性的质的能力，在人的心灵中引起的观念。

5、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

①贝克莱的出发点是洛克的观点“人类知识的对象是观念”，从这一前提推出的结论应

该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观念，而不是观念之外的事物。

②认为可感事物可以在不被感知的情况下存在，是不合逻辑的。

③认为既然一个可感事物只能存在于观念之中，那么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感知了它。

④他把“存在”的意义限定于认识对象，然后用“被感知”来解释认识对象。从经验论

的前提出发，他得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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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德国古典哲学

1、康德的批判哲学

（1）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在 1781 年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指出认识的过程不是对象为我们立法,而是“人

为自然立法”。康德把这种对传统认识论的颠倒称之为认识论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2）先天综合判断：指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又能提供真实知识的判断。

分为三类：

数学的判断、自然科学的基本判断、形而上学的判断

2、费希特正、反、合命题

费希特把“知识学”的基本原理规定为三条：

（1）正题：自我设定自身。这是一切哲学的核心和实质,是一条绝对无条件的原理。

（2）反题：自我设定非我与自己对立。这条原理在形式上是无条件的,它在质料上又是

有条件的。

（3）合题：自我在自我之中对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这是自我

和非我的对立统一(统一于自我)原理,它在形式上是有条件的,即要以前两个命题为条件,是

对前两个已有命题的“综合”；但在质料上是无条件的,它表达了“绝对自我”的原则,因为

正是它在自身中安排了自我和非我的相互对立和限制。

3、黑格尔哲学

（1）实体即主体

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无限实体与费希特的能动的自我统一起来，用“实体就是主体”的

命题阐发了辩证法和本体论的统一。

①实体是辩证运动的主体

②上帝即实体

黑格尔把实体称为上帝，把绝对精神等同于上帝。

（2）精神哲学（三个阶段）

①主观精神

包含“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三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现象学。

②客观精神

“客观精神”就是自由的外部规定,即我能够自由地做什么的规定。这些规定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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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抽象法(权利)”、“道德”和“伦理”。

③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是精神哲学的最后阶段，绝对精神经历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

第四篇 科学技术哲学

考点一：科学技术哲学的含义

科学技术哲学原称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

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

内容

考点二：科学技术哲学的特点

第一,从思想倾向上,反对黑格尔的思辨的自然哲学,主张逻辑分析、注重实证的科学哲

学。

第二,拒绝意识形态化,强调学科自主性。

第三,重视学科建设,收敛研究领域。

考点三：科学技术的本质

（1）科学的本质：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

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2）技术的本质：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或者说,技术是对现象有目

的的编程。

（3）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体,技术提出课题,科学完成课题,科学

是发现,是技术的理论指导;技术是发明,是科学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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