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敬东　张玲玲◎编著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导 读 丛 书

总主编/艾四林

《实践论》《矛盾论》
导　读

（增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践论》《矛盾论》导读 / 艾四林总主编 ; 刘敬

东 , 张玲玲编著 . -- 增订版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 , 2017.10

　　ISBN 978-7-5162-1657-6

　　Ⅰ . ①实⋯ Ⅱ . ①艾⋯ ②刘⋯ ③张⋯ Ⅲ . ①《实践

论》－毛泽东著作研究②《矛盾论》－毛泽东著作研究

Ⅳ . ① A84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8668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 版 统 筹／赵卜慧

责 任 编 辑／刘春雨

书名／《实践论》《矛盾论》导读（增订版）

作者／刘敬东　张玲玲　编著

出版 · 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 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中心）　63055259（总编室）

传真／ 010-63292534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16 开　787 毫米 ×1092 毫米

印张／ 13.5

字数／ 149 千字

版本／ 2017 年 10 月第 2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1657-6

定价／ 36.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I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总 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

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

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 1945 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

七大上就提出要读 5 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 1949 年，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 12 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

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

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

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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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

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

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

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

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 120 卷左右，《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有 50 卷（53 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出齐后将超过 60 卷，《列宁全集》也有 38 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

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

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

制在 10 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

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

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

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

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

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

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

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

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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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湛

序

80 年前，1937 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发表。

“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总结，堪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里程碑。100 年前，1917

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在俄国革

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选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以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没有 1937 年之

前 20 年的历史，就不会有《实践论》《矛盾论》。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

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即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作出符

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 ；未来的发

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的自信。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

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刘敬东和

张玲玲编著的《〈实践论〉〈矛盾论〉导读》，把毛泽东的哲学智慧概括

为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哲学秘密”，这是十分精到的见解。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

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

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

界，但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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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

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

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

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

猛进。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

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

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

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

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

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

至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

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确处理了革命理

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和

实践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行关系上，深刻加以阐发。从中

国革命实践出发，我们不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拘守通过武装起

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

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是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革命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

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

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

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两论”发表 40 年后，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伴随着一场关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证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

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



III

系，是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俄为师”，是否

“以西为师”？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现代化走在前

面，我们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但学习是为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发展得以成功的基础，在于融入全球性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

济的“弄潮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无论整体的

设计还是协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

盾。只有在所有这些方面协调的发展，才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

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

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

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

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

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

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2016.5.17）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感受到像毛泽东“两论”

那样的哲学思维的高度。贯穿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那种实践

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加

以学习和贯彻的。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一

再取得成功，在理论认识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学哲学用哲学，特别

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学哲学用哲学

可以有许多教材，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于我们

的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最好的哲学教材。而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是领导干

部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刘敬东和张玲玲编著的《〈实践论〉〈矛盾论〉导读》，为我们的干

部学哲学用哲学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辅导材料。多年来的学习经验表明，

“导读”对于有一定哲学理论基础和广大领导干部进入毛泽东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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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堂，理解其理论实质，掌握方法论要领，体会在实际工作中的运

用，特别有帮助。“导读”在语言表达上，生动活泼，情理交融，深入

浅出，也是一大特色。增订版在发扬已有长处的同时，又有所改进和提

高，会更受干部读者的欢迎。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在新时期我

们的干部能力建设中，哲学思维能力将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亮点。一个智

慧的中国和世界，当然需要更多智慧的人来引领。

2017 年 9 月 23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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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论 *1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 泽 东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

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

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

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

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

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

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

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

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

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

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

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

*版本选自《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2 页—

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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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

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

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

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

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

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

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

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

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

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

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

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

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

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

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

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

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

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

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

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

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

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

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

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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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

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

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

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

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

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

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

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

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

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

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

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

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

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

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

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

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

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

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

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

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

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

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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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

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

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

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

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

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

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

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

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

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

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

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

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

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

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

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

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

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

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

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

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

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

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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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

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

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

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

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

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

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

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

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

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

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

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

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

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

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

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

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

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

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

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

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

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

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

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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