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恩格斯：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9页。  

2、《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列宁：  

1、《辩证法的要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205页。  

2、《谈谈辩证法》，《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715页  

3、《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  

毛泽东：  

1、《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乙种本）第13-21页。  

2、《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选集》（乙种本）第192-194页。  

3、《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312页。  

4、《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273页。  

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402页。  

邓小平：  

1、《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1卷。 

2、《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  

3、《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  

4、《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  

江泽民：  

1、《“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论“三个代表”》  

2、《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论“三个代表”》  

3、《发展要有新思路》，《论“三个代表”》  

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三个代表”》 

其他： 

1、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苗力田、李毓章主编：《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  

5、詹石窗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6、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7、郭建宁、张文儒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厦门大学教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