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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与目标：

•   红军抵达陕北后，为了完成抗日战争这个伟

大而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

争中历史经验，彻底肃消主观主义流毒和影响，

提升全党马列主义水平。

• 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写于1937

年7月和8月，利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

深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思想路线，

主要目标正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主观主义，尤

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而写。以
下是主要内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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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革命反应论

• 《实践论》中心，是叙述认识和实践关系——知和行
关系。

• 哲学基本问题。在认识论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
条路线长久对立与斗争。对旧唯物主义路线批判。

•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认识论史上革命，在于服了旧
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本缺点，把社会实践观点引入认识

论，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发展过程，认为实线是认识

基础，是认识发展动力，认识是在实战基础上，能动

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指导实践，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辩证发展过程。

3/34



• 二、实践是认识基础
• 毛泽东：“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之第
一和基本观点。”他对实践定义：是人们有意
识有目标地变革现实物质活动，是主观见之于

客观东西，是做和行动。

• 实践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相互联络原因：（1）

主体原因。实践，是主体人行动；（2）客观原

因。人活动，普通都和客观对象发生关系；

• （3）变革、做、行动。这是实践关键原因，是

联接主体和客体桥梁、媒介。

   实践有主次之分，生产活动是最基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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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是认识唯一源泉

• 人认识是从社会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
艺术等社会实践中来。原因在于：

• （1）只有实践才能使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
体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从而使认识成为可能。

• （2）只有实践才能使人取得大量感性材料，
而后经过大脑加工制作，进而认识事物本质和
规律。

• （3）只有实践才能促使客观事物内部改变，
加速事物本质暴露过程。

•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间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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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

•  “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
发展，所以，人们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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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片面到更多方面。”
• （1）社会需要，实践发展，不停提出需要处理新课

题，推感人们从事新探索，同时人们正是在总坚固践

提供新经验基础上，才能对新识题给予回答，形成新

理论。

•  （2）实践不停地为人们认识发展创造和提供日益完

备认识工具和技术伎俩，从而大大地扩大了人们认识

范围，改进了人们感官，推进了人们认识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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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践发展，不停促进人类思维能力发展，

使思维器官(人脑)不停完善和进化，从而不停

增强人认识能力。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  所谓真理，就是人们认识正确地反应了客观世

界规律性，也就是说，主观符合于客观。反之，

认识假如不能正确地反应客观世界规律性，甚

至歪曲了客观世界规律性，就是谬误。

• 毛泽东：“只有些人们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
于外界认识真理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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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是认识目标

•     实践是认识起点，也是认识归宿。人们不是为认识

而认识。认识目标在于改造客观世界，使主观符合客

观，而到达实践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主
要问题，不在于知道了客观世界规律性，因而能够解

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认识去能动

地改造世界。”
• 三、认识辩证发展过程
• 认识辩证运动，是实践和认识对立统一关系详细历史
展开，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

践能动飞跃，以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辨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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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 认识辩证运动，首先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即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过程。这是整
个认识过程第一次能动飞跃（飞跃即质变）。

• 感性认识取得是对事物外在（表面）、局部、
个别认识。

• 理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借助抽象思维所
把握到关于事物本质、事物全体、事物内部联
络认识。

•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辩证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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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

• （2）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相互渗透。

•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
件：

• 第一，深入实践，调查研究，获取十分丰富(不
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感性材料，
是正确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前提和基
础。

• 第二，利用正确思想方法，经过艰辛脑力劳动，
对材料进行科学分析概括，是实现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飞跃确保。

• 籍此，毛泽东批判了哲学史上唯理论与经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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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能动飞跃
• 要完成对一个详细事物认识过程，还需要由理
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实现认识过程更主要一次
能动飞跃。毛泽东： “认识能动作用，不但表
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飞跃，更主
要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
跃。” “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
愈加伟大。”

•  第一，认识世界目标是为了改造世界。

•  第二，理论只有回到实践守去，才能得到检验
和发展。

•  “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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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由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必须具备以下前
提条件：

• 首先，理论必须是正确。
• 其次，要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和详细实际结合
起来，理论对实践依赖关系，不但表观在理性
认识形成过程中，而且还表现在理性认识实现
过程中。

• 再次，要使理论为群众所掌握。
• 最终，正确理论在详细化为群众性大规模实践
以前，还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步骤，使理论详
细化，即形成理想意图，制订计划方案，选定
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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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认识屡次重复和无限发展
• 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假如在实践
中到达了预想结果，那么对这一详细过程认识
运动就算完成了。不过， “一个正确认识，往
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
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么屡次重复，
才能够完成。”

•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为理性认识，又从
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得实践、再认识，
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
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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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
• 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包含有不依人们主观意志而
转移内容，这就是真理客观性。认可真理客观性，这

是真理问题上唯物主义，但就人们对真理认识和掌握

程度和过程来说，它既是绝正确又是相正确，是由相

对到绝正确发展过程，这是真理问题上辩证法。

• “在绝正确总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详细过程发展都
是相正确，因而在绝对真理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

一定发展阶段上详细过程认识只含有相正确真理性。
” 

•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出实践中不
停地开辟认识真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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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 “社会发展到今天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斗
争，包含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
造自己主观世界——改造自己认识能力，改造
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关系。”

• 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首先必须改造主观
世界，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但改造主观世界
不能离开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而必须在改
造客观世界实践过程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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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一个辩

证关系，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五、《实践论》所突出关键思想

（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标准

（二）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

（三）在改造客观世界酌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
世界

（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五）掌握和利用认识运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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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矛盾论》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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