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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纪念《实践论》 问世五十周年

雍 涛

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 》问世已经整整五十周年了
。

五十年来
, 《实践论》所揭示的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
,

指引着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

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

又取得

了拨乱反正和改革
、

开放的胜利
。

在纪念《实践论 》问世五十周年的今天
,

重新认识它的历史
-

地位和指导作用
,

坚持它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

向前推进
,

这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促进哲学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有着

重要的意义
。

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

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间题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全世界

都同样适用的普遍性
,

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却是以各国的不同情况为转移的
。

要把马克思

主义运用于同西欧和俄国国情很不相同的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
,

这是一

项十分艰巨而特殊的任务
。

要完成这一任务
,

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
,

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
_

思
、

列宁根据对西欧和俄国的情况的分析所得出的具体结论
,

而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

没有这个结合
,

就无法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

而所谓

结合
,

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
,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

通过实践去正确地

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

在这里
,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就成为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
-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

而在中国共产党内
,

一部分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
,

主张照

抄照搬苏联的经验
,

轻视中国革命的实践
,

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
另一部分人则长期拘守于

自身的片断经验
,

不了解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
,

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

这两部分

人的错误都在于把理论和实践分割开来
。

由于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
,

容易

迷惑群众
,

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

它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

中国革命斗争的

现实
,

要求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共产党人
,

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革命实践
,

注意反对轻视

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
。

在 中 国 革 命 的 过 程 中

,

毛 泽 东 十 分 注 意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结 合 问 题

。
1 9 2 0年 当 毛 泽 东 从 民 主

主 义 者 转 变 为 共 产 主 义者 的 时 候
,

就 开 始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阶 级 斗 争 理 论 作 为 认 识 问 题 的 方 法

论 来 研 究 中 国 社 会 实 际 的 阶 级 斗 争

。

1 9 2 9年 他 在 为 红 四 军 第 九 次 党 代 会 起 草 的 《 古 田 会 议 决

议 》 中 提 出 了 反 对 主 观 主 义 的 任 务
,

要 求 党 员 用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方 法 作 政 治 形 势 的 分 析 和 阶

级 势 力 的 估 量

,

以 代 替 主 观 主 义 的 分 析 和 估 量

,

要 求 党 员 注 意 社 会 经 济 的 调 查 研 究

,

由 此 来

决 定 斗 争 策 略 和 工 作 方 法

。
19 3 0年 他 在 《 反 对 本 本 主 义 》一 文 中 明 确 指 出

: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

本



’

是 要 学 习 的

,

但 是 必 须 同 我 国 的 实 际 情 况 相 结 合

。

我 们 需 要

`

本 本

’ ,

但 是 一 定 要 纠 正 脱 离

实
际 情 况 的 本 本 主 义

。 ”

红 军 长 征 到 达 陕 北 以 后

,

毛 泽 东 发 愤 读 书

,

研 究 理 论

,

系 统 地 清 算 教

一

条 主 义 的 错 误

。
1 9 3 6年 12 月他在《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战 略 间 题 》 中 总 结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经 验 教 训

、

时
指

出

,

作 为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指 导 者

,

不 但 要 研 究 一 般 战 争 的 规 律

,

还 要 研 究 特 殊 的 革 命 战

争 的 规 律

,

而 且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更 加 特 殊 的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规 律

。

他 认 为

,

我 们 在 战 争 中 之 所

以 会 主 观 上 犯 错 误

,

就 是 因 为 主 观 指 导 和 客 观 实 际 情 况 不 相 符 合

,

没 有 解 决 主 观 和 客 观 之 间

的 矛 盾

。

要 做 到 不 犯 错 误 或 少 犯 错 误

,

关 键 在 子 把 主 观 和 客 观 二 者 之 间 好 好 地 符 合 起 来

。

“

符 合

”
的 办 法 是 遵 循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反 映 论

,

认 识 中 国 革 命 战 争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作 用

, “

导 演 威 武 雄 壮 的 活 剧

” ,

夺 取 战 争 的 胜 利

。
1 9 3 7年 7 月 毛 泽 东 所 写 的 《 实 践 论 》则 是 上

述 思 想 的 普 遍 化 和 哲 学 升 华
。

《 实 践 论 》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实 践 观 解 决 了 中 国 革 命 过 程 中 主 观

和 客 观
、

理 论 和 实 践

、

知 和 行 的 辩 证 统 一 问 题

,

反 对 了 一 切 离 开 具 体 历 史 的

“

左

”

的 和 右 的 错

误 思 想
,

从 认 识 论 上 为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普 遍 原 理 同 中 国 革 命 具 体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必 要 性 作 了 哲

学
上 的 论 证

。

《 实 践 论 》不 仅 论 证 了 这 种 结 合 的 必 要 性
,

而 且 告 诉 我 们 实 现 这 种 结 合 的 方 法

,

即 指 出 了

如 何 认 识 革 命 规 律 的 具 体 途 径

。

由 于 中 国 是 一 个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的 东 方 大 国

,

革 命 的 敌 人 异

常 强 大

,

而 中 国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发 展 又 极 不 平 衡

,

这 就 决 定 了 中 国 革 命 的 长 期 性 和 艰 巨 性

,

使

中 国 革 命 经 历 了 多 次 的 成 功 和 失 败

,

走 过 异 常 曲 折 的 道 路

。

这 种 情 况 充 分 表 明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中 国 革 命 规 律 的 认 识 是 一 个 由 实 践 到 认 识

,

又 由 认 识 到 实 践 的 多 次 反 复 过 程

,

它 以 大 量 的

事 例 活 生 生 地 在 人 们 面 前 显 示 了 人 类 认 识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中 国 共 产 党 从 成 立 到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

在 领 导 中 国 革 命 的 过 程 中

,

经 过 了 两 次 胜 利 和 两 次 失 败

,

即 北 伐 战 争 曾 经 取 得 很 大 胜 利

,

但

到
19 2 7年 革 命 遭 到 了 失 败

,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曾 经 取 得 很 大 的 胜 利

,

但 到 第 五 次 反 围 剿 时 又 遭 到

了 很 大 的 挫 折

。

由 于 有 过 胜 利

,

犯 过 错 误

,

吃 过 苦 头

,

积 累 了 正 反 两 个 方 面 的 经 验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才 逐 渐 认 识 了 中 国 革 命 的 规 律

。

正 如 毛 泽 东 所 说

: “

在 民 主 革 命 时 期

,

经 过 胜 利

、

失 败

,

再 胜 利

、

再 失 败

,

两 次 比 较

,

我 们 才 认 识 了 中 国 这 个 客 观 世 界

。 ”

① 《实 践 论 》正 是 在 总 结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中 国 革 命 规 律 的 认 识 过 程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的
。 “

实 践

、

认 识

、

再 实 践

、

再 认 识

, … … ”

.

的 公 式

,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中 国 革 命 规 律 认 识 史 的 总 结

。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知 行 关 系 问 题 的 科 学 总 结

《 实 践 论 》不 仅 是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解 决 中 国 革 命 过 程 中 知 和 行 关 系 间 题 的 一 个 伟 大 成

果
,

而 且 也 是 运 用 这 一 科 学 武 器 清 算 中 国 哲 学 遗 产

,

对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知 行 关 系 问 题 争 论 的 科

学 总 结

。

知 行 关 系 问 题 是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

自 古
以 来

,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就 有
过

知 行 先

后

、

知 行 分 合

、

知 行 轻 重

、

知 行 难 易 的 争 论

。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家

、

思 想 家 孔 子

、

朱 熹

、

王 阳 明

等 人 主 张

“

生 而 知 之

” 、 “

不 虑 而 知

、

不 学 而 能

” 、 “

知 先 行 后

” 、 “

知 行 合 一

” 。

唯 物 主 义 哲 学 家

、

_

思 想 家

,

如 荀 子 认 为

,

知 识 是 通 过 后 天 的 学 习 得 来 的

,

并 且 提 出

“

知 之 不 若 行 之

,

学 至 于 行 而

止 矣

” , “

知 而 不 行

,

虽 敦 必 困

” ,

明 确 地 把 行 摆 在 比 知 更 重 要 的 地 位

;
王 充 指 出

, “

不 学 自 知

,

不 问 自 晓

,

古 今 行 事

,

未 之 有 也

” ,
王 夫 之 提 出

“

行 先 知 后

” 、 “

知 必 以 行 为 功

” ,

反 对

“

离 行 以

为 知

” 、 “

销 行 以 归 知

” ,

主 张

“

知 行 相 资 以 为 用

” 。

这 些 见 解 有 其 合 理 的 因 素

,

但 由 于 他 们 受 着

封 建 统 治 阶 级 的 偏 见 和 狭 隘 眼 界 的 限 制

,

单 纯 从 统 治 阶 级 个 人 的 活 动 去 考 察 知 行 关 系 问 题

,



。

他 们 所

·

谓 的
知

和
行

,

主 要 是 指 人 们 学 习 和 实 行 封 建 伦 理 道 德 的 个 人 活 动

。

因 此 他 们 不 可 能 了 解 认 识

,

对
社 会

实 践
的

依 赖 关
系

,

不 能 科 学 解 决 知 行 关 系 间 题

。

近 代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孙 中 山 提 出 了

“

知 难 行 易 说

” ,

把 知 行 关 系 间 题 同 解 决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革 命 的 任 务 联 系 起 来

。

他 针 对 当 时 革 命 党 人 对 革 命 畏 难 而 不 敢 行 的 迟 暮 心 理

,

正 确 地 肯 定 了

“

行 先 知 后

”

的 思 想

,

主 张 不 要 等 到 完 全 知 了 才 去 行

,

而 要 勇 敢 地 去 行

,

在 行 中 求 知

;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强 调 知 对 行 的 指 导 作 用

,

反 对 那 种

“

重 实 行 而 轻 理 想

”

的 错 误 倾 向

,

鼓 励 革 命 党 人 努

力 探 求 科 学 知 识

,

在 革 命 理 论 指 导 下 去 建 立 资 产 阶 级 共 和 国

。

这 对 传 统 的 知 行 观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发 展

,

在 中 国 革 命 史 上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

。

但 孙 中 山 形 而 上 学 地 理 解 知 行 的 难 易 问 题

,

他 从

“

知 难 行 易

”

出 发

,

抬 高 知 而 贬 低 行

,

特 别 是 贬 低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产 和 阶 级 斗 争

,

进 而 提 出 所 谓

“

知 行 分 任

”

论

,

认 为 知 是 少 数

“

先 知 先 觉

”

者 的 事

,

行 是 广 大

“

不 知 不 觉

”

的 人 民 群 众 的 事

,

前

者 可 以 知 而 不 行

,

后 者 可 以 行 而 不 知

。

这 样

,

孙 中 山 在 最 后 的 结 论 上 还 是 把 知 和 行 分 割 开 来

,

陷 入 了 唯 心 主 义 的 泥 坑

。

这 种 错 误

,

正 是 孙 中 山 所 领 导 的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革 命 最 后 归 于 失 败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思 想 根 源

。

毛 泽 东 在
《 实 践 论 》中 运 用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认 识 论 批 判 了 传 统 知 行 关 系 间 题 上 的 唯 心 论 观

点
,

纠 正 了 旧 唯 物 论 者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的 错 误

,

批 判 地 吸 取 了 他 们 所 提 出 的 某 些 合 理 见 解

,

对

知 行 关 系 问 题 的 争 论

,

作 了 全 面 的 科 学 的 总 结

。

首 先

, 《 实 践 论 》对 实 践 及 其 基 本 形 式 的 规 定
,

赋 予 了

“

行

”

以 科 学 的 含 义

,

即 行 也 就 是 实

践

,

它 指 人 们 根 据 一 定 的 思 想

、

理 论 变 革 客 观 现 实 的 活 动

,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产 活 动 是

“

行

”

的
最

基 本 的 形 式

。

这 样 就 纠 正 了 旧 哲 学 把

“

行

”

看 作 是 主 观 范 围 内 的 纯 粹 观 念 活 动 或 个 人 的 道 德 行

为 以 及 应 接 事 物 的 日 常 活 动 的 错 误 的

、

片 面 的 观 点

。

其 次

, 《 实 践 论 》把 辩 证 法 引 入 知 行 关 系
,

概 括 了 人 类 认 识 运 动 的 总 公 式

,

使 长 期 争 论 不

休 的 知 行 先 后

、

知 行 分 合 等 间 题 得 到 了 科 学 的 解 决

。

认 识 运 动 的 总 公 式 强 调 实 践 在 认 识 中 的

基 础 地 位 和 主 导 作 用

,

认 为

“

实 践

、

认 识

、

再 实 践

、

再 认 识

”

的 次 序 是 不 能 颠 倒 的

,

这 是 知 行

关 系 的 唯 物 论

。

这 就 是 说

,

从 认 识 的 最 终 来 源 来 说

, “

行 先 知 后

”

是 应 该 肯 定 的

。

但 从 实 践 中

形 成 的 认 识

,

又 不 是 被 动 的

,

而 是 能 动 的

,

对 人 们 的 实 践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作 用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

行 先 知 后

”

又 不 是 绝 对 的

,

这 是 知 行 关 系 的 辩 证 法

。

认 识 运 动 总 公 式 强 调 主 观 和 客 观

、

理 论 和 实 践

、

知 和 行 在 实 践 的 基 础 上 统 一 起 来

,

而 这 种 统 一 又 不 是 抽 象 的

、

绝 对 的 合 一

,

而

是 在 矛 盾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具 体 的 历 史 的 统 一

。

这 就 反 对 了 唯 心 论 的

“

知 行 合 一

”

论

,

纠 正 了 形 而

上 学 的

“

知 行 分 任

”

的 错 误

,

阐 明 了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知 行 统 一 观

。

毛 泽 东 在
《 实 践 论 》 中 没 有 正 面 回 答 知 行 谁 轻 谁 重

、

谁 难 谁 易 的 间 题

。

在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知

.

行 统

一 观

看 来

,

离 开 具 体 的 历 史 条 件

,

抽 象 地 提 出 这 类 问 题 是 毫 无 意 义 的

。

但
《 实 践 论 》在 论

述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关 系 时 实 际 上 已 回 答 了 这 些 问 题
。

《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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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当

然 表 明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认 识 论 是

“

重 行

”

的 理 论

,

但 是 它 同 时 又 强 调 没 有 革 命 的 理 论

,

就 没 有 革

命 的 运 动

,

不 认 识 世 界

,

就 不 能 改 造 世 界

,

表 明 它 并 不 轻 视 理 论

。

这 就 是
《 实 践 论 》对 知 行 轻

重 间 题 的 回 答
。

至 于 知 行 难 易 间 题

,

毛 泽 东 认 为

,

如 果 从

“

入 门

”

来 说

,

知 和 行 都 不 难

,

但 从

“

深 造

”

来 说

,

知 和 行 都 是 不 容 易 的

,

然 而 人 们 可 以 在

“

实 践

、

认 识

、

再 实 践

、

再 认 识

”

的 循 环

往 复 中 不 断 地 将

“

难

”

转 化 为

“

易

” ,

使 认 识 和 实 践 不 断 地 向 着 高 一 级 的 程 度 发 展

。

这 就 是 辩 证

.

唯 物
论 的 认 识 论

对 知 行 难 易
问 题 的

解 决
办

法

。



,

中 国 哲 学 史 上 关 于 知 行 先 后

、

知
行 分 合

、

知 行 轻 重

、

知 行 难 易 等 间 题 的 争 论

,

可 以

说
得 到 了 一 个 总 的 科 学 的 解 决

。

《 实 践 论 》不 仅 是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普 遍 原 理 同 中 国 革 命 具 体 实

栽 相 结 合 的 典 范
,

也 是 用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批 判 继 承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

中 国 传 统 哲 学 的 一 个 典 范

。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丰 富 和 发 展

《 实 践 论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在 中 国 的 具 体 运 用
,

是 中 国 革 命 经 验 的 哲 学 概 括

,

也 是 对

传
统 哲 学 的 批 判 继 承

,

因 而 在 运 用 过 程 中 又 使 它 得 到 丰 富 和 发 展

。

《 实 践 论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贡 献
,

主 要 是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基 础 —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 了 系 统 的

、

创 造 性 的 说 明 和 发 挥

。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把 实 践 范 畴 引

人 认 识 论

,

强 调

“

实 践 批 判 活 动

”

的 意 义

,

指 出 实 践 是 驳 斥 不 可 知 论 和 其 他 一 切 哲 学 怪 论 的 有

力 武 器

,

列 宁 也 强 调 生 活

、

实 践 的 观 点 应 当 是 认 识 论 的 首 先 的 和 基 本 的 观 点

,

但 他 们 多 是 从 认

识 的 真 理 性 标 准 来 看 待 实 践 的 意 义 的

,

并 没 有 全 面 地

、

系 统 地 论 述 过 实 践 对 认 识 的 基 础 地 位

和 主 导 作 用

。

《 实 践 论 》 的 特 殊 贡 献 在 于
,

它 以 实 践 为 基 础

,

全 面 地 论 述 了 实 践 作 为 认 识 的 来 源

、

动 力

、

真 理 性 标 准 和 最 终 目 的 对 于 认 识 的 基 础 地 位 和 主 导 作 用

。

理 论 的 系 统 化 会 产 生 原 来 零

碎

、

分 散 的 思 想 观 点 所 没 有 的 新 质

,

在 整 体 上 出 现 新 的 效 用

,

把 理 论 本 身 推 向 前 进

。

《 实 践 论 》

正 是 做 了 这 样 的 理 论 系 统 化 的 工 作
,

因 而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实 践 观 点 大 大 地 向 前 推 进 了 一 步

。

其 次

,

在 实 践 的 基 础 上

, 《 实 践 论 》描 述 了 认 识 的 发 生
、

发 展 的 阶 段

、

过 程 和 运 动

,

即 从

实 践 中 产 生 感 性 认 识

,

然 后 上 升 到 理 性 认 识

,

从 理 性 认 识 又 回 到 实 践

,

如 此 循 环 往 复

,

不 断

前 进

,

从 而 建 构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认 识 论 体 系

,

从 宏 观 上 为 人 们 提 供 了 一 个

“

实 践 — 认
识
— 实_

践

”

的 认 识 过 程 模 式

。

在 这 个 模 式 中

,

毛 泽 东 明 确 提 出 了 认 识 的 第 二 个 过 程 (第 二次飞跃 ) 的

间题
,

即 从 认 识 到 实 践 的 问 题

。

这 是 毛 泽 东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一 大 贡 献

。

传 统 的 认 识 论 仅

仅 把 从 感 性 认 识 到 理 性 认 识 的 过 程 视 为 认 识 过 程

,

而 将 理 性 认 识 以 后 的 过 程 视 为 理 论 的 检 验

和 应 用

,

没 有 任 何 认 识 的 意 义 和 作 用

。

列 宁 在 谈 到 认 识 过 程 时 说 过

,

认 识 的 辩 证 途 径 包 括

“

从 生 动 的 直 观 到 抽 象 的 思 维

,

并 从 抽 象 的 思 维 到 实 践

”

②
。

我 国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家 艾 思 奇

、

李 达 根 据 列 宁 的 思 想 对 认 识 过 程 作 过 一 些 论 述

。

艾 思 奇 说

: “

从 感 性 到 理 性

,

从 理 性 到 实 践

,

又 由 实 践 得 到 新 的 感 性

,

走 向 新 的 理 性

,

这 种 过 程 无 穷 地 连 续 下 去

,

循 环 下 去

,

但 循 环 一 次

,

我 们 的 认 识 也 就 愈 更 丰 富

”

③
。

李 达 也 说

: “

关 于 客 观 世 界 的 认 识

,

是 采 取 如 下 过 程

,

即

`

实

践 、 直 接 的 具 体 、 抽 象 的 思 维 ~ 媒介的具体~ 实践
’

一

这 是 采 取 圆 形 运 动 而 发 展

。

……这 个

圆 运 动
,

不 是 形 而 上 学 的 循 环

,

而 是 辩 证 法 的 发 展

。 ”

④但 无 论 是 列 宁
,

也 无 论 是 艾 思 奇

、

李

达

,

都 没 有 明 确 概 括 认 识 发 展 过 程 究 竟 是 几 个 过 程

、

几 个 阶 段

,

都 没 有 明 确 把 从 理 性 认 识 到

实 践 看 作 是 认 识 的 一 个 重 要 过 程

。

只 有 毛 泽 东 明 确 提 出 认 识 分 为 两 个 过 程
(两 次飞跃 )

,

并 认

为 后 一 个 过 程
(从理性 认识到实 践 ) 更加重要

、

意 义 更 加 伟 大

。

他 说

: “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认 识 运 动

,

如 果 只 到 理 性 认 识 为 止

,

那 末 还 只 说 到 问 题 的 一 半

。

而 且 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哲 学 说 来

,

还 只

是 非 十 分 重 要 的 那 一 半

。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认 为 十 分 重 要 的 问 题 是 抓 着 了 世 界 的 规 律 性 的 认

识

,

必 须 把 它 再 回 到 改 造 世 界 的 实 践 中 去

。 “

这 就 是 检 验 理 论 和 发 展 理 论 的 过 程

,

是 整 个 认 识

过 程 的 继 续

。 ”
这 样

,

毛 泽 东 就 把 认 识 运 动 的 过 程 完 整 地 描 绘 出 来 了

。

从 认 识 到 实 践 的 运 动 过

程

,

充 分 体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实 践 性 和 伟 大 意 义

。

为 了 更 准 确

、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 实 践 论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上 的 地 位

,

我 们 可 以 把 它 同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中 同 一 时 期 发 表 的 主 要 哲 学 论 著

,

如 斯 大 林 的
《论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 ( 1 9 3 8年 9 月 ) 和葛兰西 《 狱 中 札 记 》 ( 19 2 9一 1 9 3 5年 ) 中的认识论思想 作一简要 的比较
。

斯 大 林 是 伟 大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他 在 领 导 苏 联 进 行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过 程 中

,

在 同 党 内 错 误

倾 向 作 斗 争 中

,

坚 持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19 3 8年 。 月 他 所 写 的 《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 联共 (布 ) 党史简 明教程 》第 四 章 第 二 节 ) 是简要她 同时又全面系统 地论述 马克 思 主

义哲 学的一次尝试
,

它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辩 证 法

、

唯 物 主 义

、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基 本 特 征 分 别 权

`

出 概 括

,

这 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传 播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但 斯 大 林 在 这 篇 著 作 中 很 大 程 度 上

忽 视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实 践 观 和 以 它 为 基 础 的 认 识 论

,

整 篇 著 作 没 有 给 实 践 以 应 有 的 地 位

,

只

是 在 谈 到 世 界 的 可 知 性

,

批 判 不 可 知 论 时 才 附 带 地 提 到

“

经 过 经 验 和 实 践 的 检 验 的 知 识

,

是 具

有 客 观 真 理 意 义 的

、

可 靠 的 知 识

”

⑥
。

一 望 而 知

,

这 是 对 恩 格 斯 的
《 反 杜 林 论 》

、

《 费 尔 巴 哈 论 》

中 有 关 论 点 的 简 单 复 述
。

至 于 认 识 发 展 过 程

,

除 了 反 复 地 重 申 物 质 是 第 一 性 的

、

意 识 是 第 二 性

的

,

思 维 是 大 脑 的 产 物

,

是 存 在 的 反 映 等 反 映 论 的 一 般 原 则 以 外

,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发 挥 和 进 展

。

意 大 利 共 产 党 创 始 人 葛 兰 西

,

倒 是 十 分 重 视 实 践

。

他 在
1 9 2 9一 19 3 5 年 写 的 著 名 的 《 狱 中

札 记 》 中
,

把 自 己 的 哲 学 称 为

“

实 践 的 哲 学

” 、 “

实 践 的 一 元 论

” ,

明 确 反 对 把

“

实 践 哲 学 与 传 统

的 唯 物 主 义 等 同

” ,
依 据 这 种

“

实 践 哲 学

” ,

葛 兰 西 猛 烈 抨 击 第 二 国 际 的 机 械 论

、

宿 命 论

,

强 调 人

的 能 动 作 用

。

但 另 一 方 面

,

他 又 对 实 践 作 了 片 面 的

、

抽 象 的 发 展

。

在 葛 兰 西 看 来

,

世 界 上 除

了 人 类 实 践 的 变 化 着 的 形 式 之 外

,

不 存 在 任 何 东 西

,

连 存 在 于 人 的 实 践 之 外 的 客 观 物 质 世 界

也 成 了 人 的 实 践 的 一 个 从 属 因 素

。

而

“

我 们 关 于 事 物 的 认 识 无 非 是 我 们 自 己

,

我 们 的 需 要 和 我

们 的 兴 趣

” 。

历 史 无 非 是 人 的 实 践

,

人 的 意 志 可 以 左 右 历 史

,

当 无 产 阶 级 不 再 处 于 防 御 地 位

时

,

历 史 的 法 则 就 可 以 抛 在 一 边

。

这 样

,

葛 兰 西 就 把 实 践 的 观 点 吹 胀

,

把 能 动 性 夸 大

,

从 而

导 致 了 唯 心 主 义

。

毛 泽 东 写 作
《 实 践 论 》 时

,

还 没 有 斯 大 林 的
《 论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

也 不 知

道

、

葛 兰 西 的 《 狱 中 札 记 》
,

但 他 却 根 据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和 列 宁 的 指 示

,

结 合 中 国 革 命 的 具 体 实

践

,

坚 持 和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实 践 观 点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阐 明 了 认 识 和 实 践 的 能 动 性

,

既 反 对

了 把 辩 证 唯 物 论 的 认 识 论 倒 退 到 旧 唯 物 论 的 反 映 论 的 倾 向

,

又 反 对 了 把 实 践 论 引 向 唯 心 论

、

唯 意 志 论 的 倾 向

。

可 见

, 《 实 践 论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哲 学 发 展 史 上 有 着 不 可 磨 灭 的 重 要 作 用
。

不 断 开 辟 认 识 真 理 的 道 路

《 实 践 论 》 问 世 至 今 已 经 半 个 世 纪
。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

各 国 人 民 的 革 命 实 践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现 代 自 然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正 在 突 飞 猛 进
,

出 现 了 许 多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

需 要 我 们 加 以 回 答

。

认 真 总 结 革 命 实 践 经 验

,

吸 取 现 代 科 学 的 积 极 成 果 来 丰 富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

是 我 们

面 临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 实 践 论 》需 要 随 着 实 践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

但 它 的 基 本 观 点 并 没 有 过 时

,

仍 然 为 我 们 开 辟 着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道 路

。

《 实 践 论 》是 本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写 的
,

当 时 信 息 论 还 刚 刚 处 于 萌 芽 阶 段

,

由 于 历 史 条 件 的 限

制

,

不 可 能 吸 取 这 门 学 科 的 成 果

,

对 认 识 发 生 的 机 制 和 中 介 作 出 具 体 的 说 明

。

在 八 十 年 来 的

今 天

,

我 们 当 然 要 吸 取 包 括 信 息 论 在 内 的 现 代 科 学 的 成 果 来 丰 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

信

息 论 告 诉 我 们

,

从 物 到 感 觉 和 思 想 的 反 映

,

是 借 助 信 息 为 中 介 来 完 成 的

,

认 识 过 程 就 是 一 个

信 息 的 获 取

、

传 递 和 加 工 的 过 程

,

从 而 揭 示 了 认 识 运 动 的 物 质 过 程

;
信 息 论 还 为 实 现 人 的 某

些 认 识 活 动 的 定 量 化
、

机 械 化 开 辟 了 道 路

。

这 些 都 是 应 该 充 分 肯 定 的

。

但 有 的 同 志 却 由 此 而

否 定 实 践 论

,

认 为 信 息 论 可 以 取 代 实 践 论

。

这 种 观 点 是 完 全 错 误 的

。

信 息 离 不 开 物 质

,

没 有



,

也 就 不 会 有 表 征 这 一 物 的 特 征 的 信 息 存 在

。

信 息 也 离 不 开 实 践

,

人 们 只
有

在 变 革 世 界 的 实 践 中

,

才 能 使 主 体 和 客 体 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作 用

,

产 生 反 映

,

在 反 映 中 暴 露 外

·

界 客 体
的

信 息

,

而 且 只 有 在 实 践 中

,

才 能 在 物 质 和 能 量 转 换 的 基 础 上 实 现 信 息 的 传 输 和 转 换

,

送 到 大 脑 去 加 工 处 理

,

形 成 对 外 界 事 物 的 认 识

。

认 识 过 程 虽 然 是 信 息 过 程

,

但 它 比 信 息 过 程

、 _

更
复 杂

、

更 丰 富

,

其 中 的 许 多 问 题 是 信 息 论 所 回 答 不 了 的

。

信 息 论 和 哲 学 认 识 论 是 两 个 不 同

层 次 的 东 西

,

它 只 能 充 实

、

丰 富 认 识 论

,

而 不 能 取 代 认 识 论

。

《 实 践 论 》 以 中 国 革 命 的 经 验 为 基 础 对 人 类 认 识 运 动
、

特 别 是 以 阶 级

、

政 党 为 主 体 的 群 体

,

的
认 识

过
程 作

了
宏

观
说 明

,

但 对 以 个 体 为 主 体 的 认 识 发 生 的 生 理 机 制

、

心 理 机 制 没 有 作 出 微

观 的 考 察

。

这 当 然 有 它 不 足 之 处

。

现 代 心 理 学 的 成 果

,

例 如 皮 亚 杰 的 发 生 认 识 论

,

对 于 弥 补

这 种 不 足 是 有 积 极 意 义 的

。

皮 亚 杰 的 发 生 认 识 论 从 个 体
(特别是 儿童 )心理 发展 的角度 来说 明

认识 的发生 和发 展 ;
强 调 在 认 识 过 程 中 主 体 具 有 一 定 的 认 识 结 构 并 在 认 识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即 选 择

、

过 滤

、

整 理 外 界 的 刺 激

,

使 之 成 为 有 条 理 的 整 体 性 的 认 识
,
并 指 出 由 于 主

体 认 识 结 构 的 存 在
,

主 体 一 开 始 就 是 积 极 的

、

主 动 的

,

具 有 能 动 性

,

主 体 认 识 结 构 同 样 有 一

个 发 生 和 发 展 的 过 程

,

永 远 不 会 停 留 在 一 个 水 平 上

,

这 就 为 主 体 在 认 识 过 程 中 的 能 动 作 用 描

绘 了 一 幅 具 体 的 画 面

。

有 分 析 地 吸 取 这 些 成 果 来 丰 富 《 实 践 论 》是 完 全 必 要 的
。

然 而 有 的 同 志

却 推 崇 皮 亚 杰 的 发 生 认 识 论 而 贬 低
《 实 践 论 》 ,

认 为 后 者 只 讲 实 践

,

忽 视 了

“

认 识 结 构

”

的 作 用

。

这 种 观 点 也 是 错 误 的

。

皮 亚 杰 的 发 生 认 识 论 的 最 大 局 限 是 忽 视 社 会 因 素 对 儿 童 个 体 认 识 发 生

_

的
影

响

,

不 了 解 人 的 社 会 性 和 人 的 历 史 发 展

,

而 这 恰 恰 是
《 实 践 论 》所 十 分 强 调 的 主 要 之 点

。

至 于

“

认 识 结 构

”

对 认 识 的 作 用 问 题

, 《 实 践 论 》虽 然 没 有 明 确 提 出 来
,

但 它 强 调 无 产 阶 级 和 革

命 人 民 在 改 造 客 观 世 界 的 同 时

,

也 要

“

改 造 自 己 的 主 观 世 界

— 改造自
己的认识能力,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同 客 观 世 界 的 关 系

” 。

这 里 的 意 思 是 说

,

人 们 的 主 观 世 界

,

包 括 立 场

、

观 点

、

方 法

,

也

包 括 思 想 修 养

、

知 识 结 构 等 等

,

对 于 人 们 的 认 识 有 深 刻 的 影 响

,

必 须 注 意 改 造

,

使 之 与 客 观

世 界 一 致 起 来

。

这 表 明
《 实 践 论 》对 认 识 的 主 体 性 (包括人们 的

“

认 识 结 构

”
)是 非常重视 的

,

这

可 以 说 是
《 实 践 论 》的

,

一

大 特 点
和 优

点

。

此 外

,

现 代 科 学 认 识 论 还 向 人 们 提 出 了 许 多 新 问 题

,

如 波 普 尔 的 以

“

三 个 世 界

”

理 论 为 基

础 的 认 识 论 认 为

,

科 学 理 论 (世 界 3) 也应该是认识论研究的对象
,

科 学 认 识 发 展 的 起 点 不 一

定 是 直 接 经 验

,

往 往 是 碰 到 的

“

问 题

” ,

科 学 理 论 发 展 的 公 式 是

“

间 题

— 理论—
间题” ,

库

恩 的 规 范 认 识 论 提 出 了
“

科 学 共 同 体

”

的 概 念

,

强 调 要 从 社 会 的

、

历 史 的 角 度 研 究 认 识 主 体

,

并 认 为 社 会 因 素

,

如 教 育

、

语 言

、

科 学

、

历 史 等 对 人 们 的 认 识 有 重 要 影 响

。

现 代 科 学 认 识 论

的 这 些 积 极 成 果

,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识 论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有 价 值 的 新 材 料

,

我 们 应

该 有 分 析 的

、

有 批 判 的 加 以 吸 取

。

但 是 我 们 也 不 要 忘 记

,

这 些 学 说 的 根 本 缺 陷 是 否 认 或 者 回

避 哲 学 基 本 间 题

,

忽 视 社 会 存 在 和 社 会 意 识 对 科 学 发 展 的 巨 大 影 响

,

看 不 到 或 者 没 有 充 分 估

计 到

,

实 践 归 根 到 底 是 科 学 理 论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强 大 动 力

。

而 这 一 切 恰 恰 是
《 实 践 论 》 所 特 别

强 调 的 重 要 思 想
,

是 它 的 精 髓 之 所 在

。

《 实 践 论 》并 没 有 结 束 真 理
,

而 是 在 实 践 中 为 我 们 不 断 地 开 辟 着 认 识 真 理 的 道 路

。

遵 循
着

它 所 开 辟 的 道 路 前 进

,

我 们 将 越 来 越 接 近 客 观 真 理

,

离 开 这 条 道 路

,

除 了 混 乱 和 谬 误 之 外

,

我 们 什 么 也 得 不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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