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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前者只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界用
“
马克思哲学

”
指称;后 者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还包括列宁、毛泽东、邓小

平及其的后继者和学生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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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IuJon Logic of Marxist PhⅡ osophy system in(CⅡna

ZHANG Xiu-qin
(Departmen1of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Maxist ph⒒ osophy spreads in China, the fonmauon and development of

Manost phnos。 phy systen△ in China experiences its early stage and present for1m。  As it is greatly

innuenced by the soviet textbook system of the30’ s, its evolution logic is to get free frona the soˉ

viet pattern and return to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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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海峡两岸纪念李白诞辰 13O0周 年学术研讨会

”
在川举行

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李白研究会、台湾亚太财团综合

研究会联合举办的
“
海峡两岸纪念李白诞辰 130O周 年学术研讨会

”
近日在川举行。

会议先后在江油、成都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以及台湾屏东科大、台湾亚太综合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等海峡两岸数十所大学、科

研机构。

四川副省长李达昌、四川省政协主席章玉钧、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介铭等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作了

讲演。(万 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