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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

董振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

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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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

义固有的理论品格，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保持马克

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途径。在实践的基础上用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必

然要求。

首先，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

点。哲学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以后对实

践也发生了反作用，即改变世界的作用。但马克思之前的哲

学家们都是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哲学历来只是书斋里和

学院里的东西，人们从来不知道哲学的实践意义，从来不把

哲学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

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区别于脱离实践的、停留于理

论的旧唯物主义者，因此，他们的哲学也可称为“实践的唯

物主义”。显然，实践性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

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

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

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论。它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又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使自

身不断经受检验，获得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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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南；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

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社会现实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

实践以及与具体的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的不竭的

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

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基于对西方哲学传

统的形而上学缺陷的扬弃。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对世

界的二元分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二值逻辑的传

统。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经验世界是感性的、变化的、不

真实的世界，理念世界是超感性的、不变的、真实的世界。

这就造成了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矛盾、经验事实与理

念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贯穿着马克思之前的整个

西方哲学发展史。他们根据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在此岸的

经验世界和彼岸的理念世界之间划了一个鸿沟，二者永远不

能逾越。执着于此岸的哲学只承认经验，认为经验之外没有

真理。执着于彼岸的哲学只承认理念，认为理念之外都是假

象。这就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两个相互对立的认识论流派：

经验论和唯理论。

事实和价值的矛盾在认识论范围内就成了二值逻辑自

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笛卡尔和康德都试图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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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找到能够沟通事实与价值之间的

桥梁，最终走向了二元论。笛卡尔把世界划分为实体和心灵，

但是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最后不得不在实体和心灵之

上搬出了上帝。康德看到了经验世界中有限与无限、自由与

必然的矛盾，并把它们归结为人类认识活动无法解决的二律

背反，最终希望通过实践解决上述矛盾。但康德的实践仅指

道德实践，被分裂的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矛盾仍然被搁

置。马克思正是引入了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范畴，在事实和

价值之间构建了一个彼此沟通的桥梁，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

一直困扰西方哲学的难题，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实践作为一

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类社会活动，就是一个从

此岸走向彼岸、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经验走向理念的主体性

活动，是通过对“实有”的物质性否定走向对“应有”的物

质性肯定的过程，其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

性的统一，实现了“真”和“善”的实践性统一。

最后，实践性本质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实

践相统一。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了理论的

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

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

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

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成为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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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就会失去其活力与生命力。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

践，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

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党和人民希

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能够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给予科学的理论说明，能够提

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真正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指明了

方向，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的解决我国现实问题

的方案，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本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

化。我们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

的教条，而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大

胆探索，勇于开拓，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

明成果，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弊端，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不断开辟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

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

也要不断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讲话中所指出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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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

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

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

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

境界！”（作者：董振华，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18 年 05 月 22 日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