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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进行的教育%由于传统教科书理论形态的

局限#使我们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面临一系列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问题#诸如实践性&实践第 一&

唯物辩证思维方式和辩证逻辑思维等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构建马克思

主义哲学新理论形态#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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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

问题

!!一种哲学的理论本性#是由这种哲学的思维方

式和思维逻辑决定的%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表明#
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理论本性#取决于其哲学思维的

朴素辩证思 维 方 式 和 思 维 逻 辑!’&I&5"$近 代 形 而

上学唯物论的理论本性#取决于其哲学思维的形而

上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I7="$康德先验哲学的

理论本性#取决于其哲学思维的先验思维方式和先

验逻辑$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本性#取决于其哲

学思维的思辨思维方式和思辨逻辑%同样地#马克

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则是由其哲学

思维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决定的%相应地#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应该从实践思维方

式和实践逻辑#即马克思所倡导的实践中去理解%
从实践去理解#就是从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成

为其自身同时又把它同其他哲学区别开来的根本

特性或显著特征#即从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实践

性’’’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的思维逻辑去理解#
简称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理解%

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根本特性或显

著特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由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相关

哲学问题#它对相关哲学问题的提问方式&理解方

式&评价方式和解决方式均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而

使它的相关哲学内容的理论性质均发生质的改变

和飞跃%由此就不难理解#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唯物论#不是辩证唯物论!即物质本体论"#而是实

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

证法#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认识论#不是唯物辩证认识论#而是实践

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不是唯物辩证

的历史观#而是实践历史观$等等%这里我们从实

践辩证法这个特例说明一般#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本性的实践性的重要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看马克思主义哲

学辩证法的实践性#实践辩证法是指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辩证法#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其辩

证法理论的根本特征的辩证法%这种理解维度和

意蕴里的实践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是

以实践为对象或关于实践的辩证法%因为#以实践

为对象或关于实践的辩证法#是把实践仅仅作为一

种感性的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从存在&客体意义去

理解实践存在#去理解这种存在!实践"的辩证法%
这种理解维度和意蕴里的实践性#也不是指马克思

主义哲学辩证法是一种强调实践的辩证法%因为#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理论#理解为它是建立

在实践基础上#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
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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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包括它的辩证法理论"实践性的见解#在这种

理解中$实践仍仅仅作为一种感性的客观的物质活

动$而不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思 维 逻

辑#实际上$所 谓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辩 证 法 的 实 践

性$是指它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实践性$即指

它是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理解和理论

表达属人存在&&&实践存在的辩证法理论#这样$
实践辩证法$就 既 是 关 于 实 践 存 在 的 辩 证 法 理 论

!实践本体论"$又是关于认识实践存在$理解%把握

和评价实践存在的认识方法!实践认识论"和逻辑

方法!实践逻辑"的辩证法理论#由此就不难理解$
实践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实践认识论的规律%实践逻辑的规律#
具体地说$实践辩证法理论特性的实践性表现

在’第一$实践辩证法是从主体实践的视角和维度$
把实践作为思维把握存在的切入点和立足点的辩

证法#存在 作 为 哲 学 思 维 把 握 的 对 象 性 存 在$理

解%把握它们的视角和维度不同$思维的切入点和

立足点就不同$相应地关于它们的辩证法理论亦不

同’从实体!形 而 上 的 本 体 存 在"的 视 角 和 维 度 把

握$思维的切入点和立足点是自然本体$就会把世

界万物理解为形而下的变体存在$由之产生出关于

自在自然 存 在 的 朴 素 辩 证 法 理 论#从 关 系!概 念

&&&对象性东西的本质"的视角和维度把握$思维

的切入点和立足点是思维本体$就会把存在理解为

思维抽象的纯存在$不仅存在的本质是思维!形而

上的本体预设"$而且必须从它的对 立 面&&&非 存

在来把握存在和从它的对立面&&&存在来 把 握 非

存在$由之克服思维和存在的对立$达到思维和存

在的具体同一$产生出关于对象性东西的本质&&&
概念!思维存在"的思辨辩证法理论#从实践的视

角和维度把 握$思 维 的 切 入 点 和 立 足 点 是 实 践 本

体$就会把存在理解为实践的存在$就会从实践去

理解人的世界!属人世界"%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

人自身的生成发展$从而产生出关于实践存在的实

践辩证法理论#
第二$实践辩证法是从主体实践的内在本性和

规律来理解和把握实践存在的辩证法#主体是现

实的%改造着客观事物的人(客体也是现实的%为主

体实践改造的客观事物#实践是主体性和客体性

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

的性的统一%本然和应然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等$
即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些是实践的内在

本性和规律#实践辩证法不是从自然存在的动变

本性或从思想!概念"存在的对立统一即思辨来理

解和把握的辩证法理论$而是自觉地从主体实践的

内在本性和规律来理解和把握实践存在的辩证法

理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言说属人事物%诠
释属人存在的不可逾越的中介#从实践的内在本

性和规律$去理解%把握和评价属人世界的人化自

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以及一切相关哲学问题$蕴

含和表征着实践辩证法的全部奥秘#
第三$实践辩证法是从主体实践的内 在 发 生%

发展的逻辑!客观逻辑%实践存在逻辑"$去把握%理
解和阐释在 实 践 中 生 成%发 展 的 自 为 事 物 的 辩 证

法#在实践辩证法视野里$没有脱离实践的抽象的

历史$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史#实践的历史从哪里

开始$叙述自为事物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历史的逻

辑便从哪里开始#自为事物在实践中是怎样联系%
转化为对立面的统一而发生%发展的$叙述自为事

物在实践中的生成%发展的逻辑便应怎样去展开#
对于实践辩证法来说$逻辑不应是用思维推论存在

的形式逻辑%思辨演绎存在的思辨逻辑$而应是自

觉遵循实践存在规律!’&I&5"的实践逻辑#实践逻

辑的规律$不是自在存在的逻各斯!’&I&5"$而是提

炼%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把握实践存在的实

践思维的规律#实践逻辑的合理性$不在于它合自

在存在的逻各斯$不在于它合形式逻辑或思辨逻辑

的思维规律$而在于它合实践存在%自为事物的普

遍规律#这些从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表征的实践

辩证法理论特性的实践性$同时也表征着’实践辩

证法既是关于实践存在的辩证法$也是实践思维的

辩证法(既是实践认识的辩证法$也是实践逻辑的

辩证法#它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是

内在地高度统一的#
显然$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即 马 克 思

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

践性$不仅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而且

还会深化了它的理论意蕴$升华了它的精神实质#
相反$像传统教科书那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

践性$由于丢失掉的恰恰是它的理论本性的实践特

性$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的理论意蕴和

精神实质#

!!二、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

一问题

!!自列宁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

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即从认



识论理解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一"#在
理论界是大家都同意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

科书从认识论理解实践第一#是从实践对认识的基

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来诠释的#即所谓实践使认识的

发生成为必要和可能#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

定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

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

识的目的$这种理解也并非不无道理#但这种理解

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把实践和认识各自

理解为实体性的活动#即所谓知和行关系中的一个

方面#从行决定知’实践决定认识的意义把握实践

第一$实践之于认识#是人的两种行为’两种活动

的外在决定关系#而不是认识对于实践的内在生成

关系#即把认识了解为实践的内在环节和阶段%更

不是从实践 去 理 解 相 关 认 识 问 题#诸 如 认 识 的 本

质’规律和真理性问题等#从而使这种认识理论具

有实践性$第二#由于毛泽东明确指出实践性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征#传统教科书仅仅从认识

论理解实践第一#不仅很难合理地说明这个问题#
而且必然造成物质本体论和所谓实践认识论的矛

盾$因为#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相关理论#
例如本体论上不能贯彻实践第一#就很难说实践的

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
践性就很难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性$自

"#世纪H#年 代 兴 起 的 我 国 哲 学 界 中 的 实 践 唯 物

主义热潮#一个重要理论旨向即源于此$
导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困境的

方法论根源#不是强调实践第一的问题#而是怎样

理解实践第一的问题%不是脱离实践理解认识的问

题#而是不从实践理解认识的问题#即不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理解实践第一$从马克思主

义哲学理论本性看实践第一#就须从决定马克思主

义哲学理论本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实践性

来理解实践第一$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一切相关理论#均是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

思考’把握和评价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论成果#因而

整个马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均 具 有 实 践 性 的 理 论 特 性$
所以#实践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

本的观点#即是所谓的!实践第一"$由之#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第一的问题#就不是两个

不同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看实践第一#它体

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相关理论中$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的本体

论#是体现实践第一的本体论理论$马克思主义哲

学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本体问题#对于

人的生活世界即属人世界说#!本体"不应从离开人

的活动’离 开 实 践 的 自 然 世 界 中 的 自 在 本 体(水’
火’气’土’原子’物质)中去探索#也不应从离开人

的活动’离开实践的思维设定的观念本体(上帝’自
我’心’绝对理念)去探索#而应从人的活动即从实

践去探索$属人世界及其一切事物的现象存在’本
质和规律的存在#均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为人的

实践活动所对象化的自为存在(即实践的存在)#从
而在本然意义上具有了实践的属性’特征’本质和

规律$相对属人世界万物的变体存在#实践就是它

们的始因’最高根据和最高本质’生成发展根基的

本体存在$实践本体生成’规定’决定属人世界及

其一切自为的实践变体$这种从实践理解’诠释和

评价属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它表征和体现着从实践理解

问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首要的和基

本的观点#即实践本体论意义的实践第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实践的认识

论*"+#是体现实践第一的认识论 理 论$从 广 义 说#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视角’维度#从
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理解’评价属人世

界的理论成果$它本身所传达和所体现的不是经

验论’唯理论#也不是先验论’思辨论或其他哲学关

于世界的认识成果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于属人世界的认识成果的理论#是人类哲学思维把

握存在合规律性发展的伟大认识成果$从狭义说#
认识论是以关于认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研

究对象的理论#诸如关于认识如何发生’认识的本

质’认识的发展规律#如何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方法

等$它是哲学家对认识的认识#是认识对本身的自

我反思$哲学家对认识的认识不同#取决于他反思

认识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不同$马克思主义哲

学认识论是实践认识论#它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

逻辑反思有关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问题#形成了诸

如实践的认识发生论#实践的认识主客体论’实践

的认识本质论和认识规律论#实践的真理论等有关

认识的从实践理解’诠释和评价的理论$实践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思考相关认识问题的视角’立
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实践理解相关认识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实践是生成和解决有关认识问题的根基#从实践理

解问题规定和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认识问

题理论的特征(特性)$从实践理解问题的观点就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即
实践认识论意义的实践第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实践的方法

论!是体现实践第一的方法论理论"从属人世界的

问题和矛盾的生成解决看!属人世界的一切问题#
矛盾的生成根源于实践!属人世界的一切问题#矛

盾的解决所促成的事物的发展根源也是实践"实

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强调的由现实的人生

成和解决属人世界一切问题#矛盾的根本行为方式

和首要的方法"从广义的方法论看!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整个世界观都是方法论"这是由于它是从实

践理解属人世界一切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论成果!因
而它的观点#原理#理论都具有方法论意义!能够为

人们进一步研究相关知识领域的问题!提供出以实

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思考#理解#评价问题的方

法"从狭义方法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关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规律性学说"由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方法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观点#规律的具体方法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

理解问题的理论特性!规定了由之转化来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方法必然是一种从实践理解#诠释和评价

问题的哲学方法"这些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

法论的实践特性!体现和传达着从实践理解问题的

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

观点!即实践方法论意义的实践第一"

!!三、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

式问题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唯物论方面强

调辩证!认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唯 物 论 是 辩 证 唯 物

论$在辩证法方面强调唯物!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唯物辩证法"这不仅在理论特性上!导致了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理论特征强调的不统一!没有体

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性的实践性$而且在思

维方式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的思

维方式!而不是它本来应该是的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论!古代唯物论是朴素辩

证的思维方式!近代唯物论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主要是

相对近代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维方式的辩证方面!但对于实践唯物论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来说!它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唯物

论的根本区别!不仅只在于辩证!还在于怎样地辩

证和怎样地唯物"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

的思维方式!也 主 要 是 相 对 于 黑 格 尔 的 唯 心 辩 证

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唯物方面!但

对于实践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它的实践思

维方式与唯 心 辩 证 法 的 根 本 区 别!不 仅 只 在 于 唯

物!还在于怎样地唯物和怎样地辩证"显然!所谓

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上只是传统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科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来应该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应该

的思维方式!它对近代唯物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

否定和超越!体现在从实践理解的唯物和辩证的内

在统一"近代唯物论的唯物!是从客体#直观#感性

的形式理解的唯物"所谓唯物就是唯不依赖于我

们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唯的是自在之物

’’’原子#物质条件#物质因素"实 践 唯 物 论 的 唯

物!是从主客体#主客观统一的实践理解的唯物!所
谓唯物就是唯从主观见之于客观#主体改造客体的

实践去理解 一 切 相 关 哲 学 问 题!唯 的 是 自 为 之 物

’’’实践"实际上!近代唯物论尽管对物质范畴的

理解不科学!但它坚持了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的运

动是有规律的!像这样的辩证理论不仅有!而且从

中俯首可拾"它的形而上学性正体现在对相关哲

学问题的思考的拒斥矛盾性#抽象同一性和非此即

彼性!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自然#事物#现实#
社会#人#感性#真理等等"也就是说!近代 唯 物 论

只知道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讲自在 之 物’’’自 然

世界的辩证道理!不知道用实践思维方式讲自为之

物’’’属人世界的辩证道理"
实践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应该

的思维方式!它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思辨思维方式

的否定和超越!体现在从实践理解的唯物和辩证的

内在统一"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从对象性东西

的本质(概念)的思辨本性理解辩证"所谓辩证是

思维把握概 念 的 艺 术!是 一 种 思 维 的 逻 辑 学(’&IG
7=)!而不是存在的逻各斯(’&I&5)"这种辩证!颠倒

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把不依赖于我们的思维的对

象世界存在!转化为思想内容的存在并进而断定存

在的本质是思维!从而依据概念的思辨本性!去建

构概念的联系和转化!执著于用概念(思维)的辩证

法去规定#推论事物(存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

对思辨辩证法的颠倒!不是像以往唯物论和唯心论

那样对着干似的各执一端!而是对思辨哲学思维方

式和思维逻辑的否定和超越"实践辩证法的辩证!
是从实践理解的关于实践对象化世界(属人世界)
的辩证!讲的是在对自在世界的实践否定基础上形

成的实践肯定(即实践存在’’’属人世界)的生成



和发展的辩证法!这样的辩证法理论"它是用实践

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讲的辩证法理论"是实践的唯

物和实践的辩证的内在统一!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强调的所谓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性"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对近代唯物论的否定和超越"了解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用关于自然世界的辩证法理论"取代了近代

唯物论关于自然世界的形而上学理论!殊不知#第
一"近代唯 物 论 不 是 没 有 关 于 自 然 界 的 辩 证 法 理

论"而是它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讲关于自然界的辩

证法理论"即它是形而上学性地讲自然世界的辩证

法$自在世界的辩证法"外部世界事物运动$联系$
发展的经验事实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来说"它需要否定的不只是这种理论的思想内容方

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

辑方面!第二"近代唯物论不是不知道唯物"而是

不知道实践 的 唯 物%近 代 唯 物 论 也 不 是 不 知 道 辩

证"而是不知道实践的辩证!所以"当传统马克思

主义哲学教科书用物质本体论代替原子本体论$用
辩证唯物论代替机械唯物论后"还是不知道从实践

理解相关哲学问题!只知道讲辩证唯物论"不知道

讲实践唯物论%只知道讲唯物辩证法"不知道讲实

践辩证法!实际上是既传承了近代唯物论的思想

内容"又传承了近代唯物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仍然是用所谓辩证唯物的方式&本质上仍是形而上

学思维方式’"大讲自然&自在’世界的辩证法$存在

&外部’世界的辩证法!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对形而

上学思维方式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这样的唯物辩

证法却丢掉了%对于近代唯物论应该丢掉的东西"
这样的辩证唯物论却保留了!结果只能是这样"所
谓辩证唯物论"实际上是类属朴素唯物论"即只有

关于自然&物质’世界的辩证理论"缺乏关于哲学思

维思考$理解和把握自然&物质’世界的真正的辩证

方法%所谓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类属朴素辩证法"
即只有关于辩证自然&物质’世界的自在本体的唯

物理论"缺失关于辩证自为&属人’世界的实践本体

的唯物理论!
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不是说传

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自然&物质’世界的

理论"不是辩证唯物的或唯物辩证的"而是说它的

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由于思考它的哲

学思维 方 式(((唯 物 辩 证 性 本 身 是 形 而 上 学 的!
唯物辩证 的 思 维 方 式 的 形 而 上 学 性 主 要 体 现 在#
&@’它的唯物性"追求的自然&自在’世界的齐一性

或统一性"被理解为毫无质的差别的自身的同一!

它的唯物性"追求对自然&自在’世界的终极诠释"
自然$社会$人的思维都从物质的根基给予终极诠

释!这种唯物性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性%&"’它的辩

证性"追求 的 只 是 自 然&物 质’世 界 的 自 在 逻 各 斯

&即作为自 在 之 物 的 道 或 理’"实 际 上 就 自 在 之 物

说"它是道法自然&即自在之物的道"就是它自发的

那个样’"谈不上辩证或不辩证的问题!因为"我们

很难在自在 世 界 的 物 中"找 到 哪 怕 是 一 个 形 而 上

学!这样的辩证性尽管也可讲出自在世界的联系

和发展的观点"但由于它不是本来意义的$人的思

维反思性概念地把握自在世界&更不说属人世界’
的辩证方法"所以"只能用不矛盾的$抽象同一的$
非此即彼的概念"解释自在世界及其事物的运动$
变化和发展"实质上是形而上学性!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辑问题

辩证逻辑思维"还是形式逻辑思维？传统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沿用恩格斯的提法"认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 思 维 逻 辑 是 辩 证 逻 辑"而 不 是 形 式 逻

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辩证逻辑思维"而不是

形式逻辑思维!这样区分也许是清楚的"但实际情

况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辑"相对于形而

上学思维方式的形式逻辑和思辨思维方式的思辨

逻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辩证逻辑,
这个概念来指称"但恩格斯不是脱离人的活动$离

开实践来理解辩证逻辑!他在)自然辩证法*中不

仅强调辩证逻辑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的这个客观性"而且更强调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

化这个实践性!他不仅同马克思一样"认为人的思

维的真理性(((如必然性的证明不是一个 理 论 的

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说#+必然性的证明

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

能够造 成K&512&="那 么 它 便 和K,&K14,2&=等 同

了!&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

么这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 关 系(((引 者

注’,-B.!而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 范 例

地运用实践思维方式和他所谓的辩证逻辑"阐明了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实践的视角

和逻辑研讨人类的起源和人自身在劳动中的辩证

发展为 人 的 过 程!因 而 在 本 质 上"恩 格 斯 名 之 曰

+辩证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辑"应更为

恰当地名之曰+实践逻辑,!这样更能揭示出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辑与黑格尔哲学思辨逻辑的

根本区别"即问题不在于这两种逻辑是否辩证"而



在于它们怎样地辩证!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思辨逻辑

是思辨思维方式的辩证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实践逻辑是实践思维方式的辩证的逻辑#
$辩证逻辑%作为一个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维逻辑的概念"由于它很难在辩证意义上与黑格尔

思辨逻辑区别开来"已属一个很不恰当的概念#辩

证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逻辑的科学"
自恩格斯提出来后"人们也作过许多努力&比如前

苏联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试图依据马克

思(恩格斯的一些有关思想"创建辩证逻辑这门学

科#但相对形式逻辑和思辨逻辑"辩证逻辑的研究

对象是什么？它应该怎样把握概念(进行判断和推

理？辩证逻辑的思维规律是什么？由于对这些重

大问题很难合理地界定和深入研究"也由于实际上

做出来的辩证逻辑"很难像形式逻辑(思辨逻辑那

样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逻辑"而它所重点探讨

的辩证逻辑的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

体(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规律"又很难把它们与辩

证思维方法区别开来#所以"辩证逻辑迄今也很难

在学术界被认定为一种逻辑学#
无论辩证 逻 辑 的 状 况 怎 样"毋 庸 置 疑 的 事 实

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即$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其哲

学思维的逻辑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逻

辑&不管称它辩证逻辑"还是实践逻辑’#例如!&@’
逻辑思维出发点)))物质范畴"它既不是现实人的

历史出发点)))实践"也不以萌芽形式包含哲学思

维进程中的一切矛盾于自身之中"实际上是一种抽

象的同一性#&"’逻辑思维的中介)))例 如 时 间(
空间范畴"它不是从实践理解的"人的实践的时间

延续和空间展开的统一既实践过程"实践的过程即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这样"作为中介的时间(
空间概念不仅具有了现实性(实践性"而且由之过

渡&转化’到历史概念"就具有了联系的必然性#实

际上"时间仅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连续性"空间仅

作为运动着 的 物 质 的 伸 张 性"由 于 脱 离 实 践 去 理

解"它们均与人的活动无关"各自也是抽象同一的

一种无限性#这种自在的无限性对人来说也是无#
&!’逻辑思维的终点)))例如真理范畴"由于不从

实践的主客体统一(主客观统一去理解"就把真理

的客观性"仅仅理解为真理的思想内容与所反映事

物的本质(规律的符合性(一致性*而不是把真理的

客观性"理解为与真理的思想形式有关的(与思想

内容统一的客观性"即主观性的客观性或具有客观

性的主 观 性#这 还 是 像 近 代 唯 物 论 一 样"从 客 体

的(思想内容的方面去理解客观性#所以"传统马

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名之曰辩证逻辑思维"其

思维的辩证性"远不如黑格尔思辨逻辑从对立面的

统一中把握概念内在本质规定的水平#由于马克

思之前人类历史上真正突破形式逻辑思维的"只有

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思维"而思辨逻辑尤其是马克思

的实践逻辑又被它丢掉了"所谓辩证逻辑又很难成

其为一种逻辑#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能够从人类思想的工具库中找到的"只有作为旧工

具的形式逻辑#它实际上是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思维地讲述一

些关于自然&物质’世界的辩证理论"在思维逻辑方

面与近代唯物论并没有大的区别#所不同是"它用

形式逻辑所讲的关于自然&物质’世界的辩证道理"
较近代唯物论多得多(也深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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