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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培养创新精神的指南

王 芳 明

(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列主义教研部,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创新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目标。高校马克思

主义哲学以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必然成为推进创新精神培养的指南。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自然、社会

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不但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为思维本身

的发展提供了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启创新思维的钥匙; 为创新思维提供科学原则; 为创新思维指

明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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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是指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

息、技能和方法, 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

和进行发明创造。当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

生活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创

新成为整个时代的显著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

代的到来,人类社会的面貌在众多方面发生根本

改变, 这必将引起人类思想方法上的重大变革,

人们越来越感到思维方式创新的重要。高等院

校作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的

摇篮, 必然把培养创新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造就大批具有丰富

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价

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恩格斯说, 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

来的时代内容 [ 1]
。创新思维的思想方法, 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哲

学以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必然成为推进创新精神

培养的指南。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创新

是人的存在方式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

式。马克思说过,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

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 2]
。马克思的这

一论断极为深刻, 它表明这样一个真理, 即判断

一个物种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动的形式。

从人类生存的前提看, 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

是必须能够生活, 所以,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就是 生产

物质生活本身  。正是这种实践活动不断地创

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实践因此成

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从人和动物的区

别看,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直接区别

开来 。问题在于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生成、实

现和确证的。正是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肉体组织

发展出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能力,从而使人的生

命活动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人成为 有意识

的类存在物 。从人的本质看,人的本质在其现

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是

在人的实践中形成的。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

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这

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制约和规定人的本

质 [ 3] [ 7]
。换言之,人在实践过程中 创造、生产

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  ,从而使自己成为 社

会存在物 。 社会存在物  、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  使人的活动具有自觉能动性, 因而使人脱离

了动物界,成为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人在实



践活动中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 创造出了人

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特征。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

动中,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

生活, 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 他们是什么样

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 ! ! 既和他们生产

什么一致,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 3] 71
。实践

构成了人类的特殊生命形式,即构成人类的存在

方式。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社会存在物  、有

意识的类存在物  统一于实践活动中。这表明,

人类通过实践使自己成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

性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存在变

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 与此同

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

是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

的本质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

人能动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这里,首先

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 即它是以人为主

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

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

象化为客观实在, 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

与动物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不同, 人的实践活

动具有自主性。

实践的自主性表现在,人通过实践不断地认

识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使规律为

人利用, 从而使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 达

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有的目的。同时,实践还具

有创造性,它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

或产生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人对世界的改

造本质上就是创造。没有创造,就不会形成适合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属人世界。实践的自主性和

创造性结合起来共同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特征。

实践是由人发动同时又是为了人的活动, 它是人

与物的关系,由物支配变成了人支配物, 由此确

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 人按照

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 把它塑造成

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出人的主体

能动性。

同时,人在实践中自觉地把自己和自然界区

分开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具有了主体意识, 实

践的发展,既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

程,同时也是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和弘扬的过

程。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

创造精神的高度肯定。科学而非抽象的能动创

造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作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 推崇创新、

提倡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启创

新思维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这表明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本质。马克思指出: 辩

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

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

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

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

批判的和革命的  
[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重

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不把理论当教条。恩格斯

早就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

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

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5 ]
。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既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规

律,又是认识的普遍规律,为思维本身的发展提

供了武器。要开拓创新,就必须从发展着的社会

实践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开启创造精

神,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之一。

创造精神总是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可分

割地联系在一起。 ∀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

一切事物, ∀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

律性, ∀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

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

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

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 6 ]
。 实

事求是深刻地体现着唯物论与辩证法和认识论

的高度统一,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首先,它

体现着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的统一。

从 实是  中求 是  ,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实事 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要透过现象, 求到

实事之本质和规律的 是  , 就必须遵循辩证的

思维方法。其次, 它体现着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

动性的统一。 实事  和 是  都是客观的,但却

不是客体自动向主体呈现的。主体必须在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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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自觉能

动性, 在 求  字上狠下功夫, 方能得到。第三,

它体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实事求是的

根本目的是要从必然中获得自由。必然是客观

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求得

对客观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其改

造世界的活动就越来越自由。实事求是正是体

现了这种必然和自由的辩证法。所谓解放思想,

就是从因循守旧、思想僵化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具体地说,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

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

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 不断地发现、创造、有前进。解放思想与实

事求是是内在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从实

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才能理论联系实际,

做到实事求是,而实现解放思想的任务就是为了

做到实事求是, 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的胡思乱

想。同样,离开了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违背客观

规律, 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只能导

致主观主义,随心所欲, 盲目蛮干。从上述意义

上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解放思想的思想武

器,也是激发创造精神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哲学要求在创造活动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

度,创造性不是脱离实际的奇思异想,而应尊重

实践, 注重实证, 不崇拜任何权威和教条, 树立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 在求实中创

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引导人们确立实践

的权威,自觉尊重辩证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新思

维提供科学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 合

理地解决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

由与必然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特别是科学地

解决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问题, 不仅实

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也为人类创造

活动的合理有效发挥提供科学指导。

人类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各个活动领域,其成

果有物质形态的, 有精神形态的, 也有两者兼备

的。当代社会实践的一大特点, 是精神因素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地增强,观念创造往往成为

实践创造的先导, 创造活动的自觉性日益凸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创造活动不受任何条件的

制约,可以摆脱客观规律的支配。在物质生产领

域,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

么都不能创造  [ 3] 42
。观念创造, 看起来似乎有

着更大的自由度, 但也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为活动的舞台, 并受精神生产规律的支配, 人类

作为自觉地创造主体所表明的只是: 它不在盲目

地受规律的支配, 而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驾驭规律

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

一,即人的内在尺度与对象尺度的统一。这种统

一,既是人作为自觉主体的确证, 也是人类创造

活动的合理性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

说: 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

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

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 3] 67- 68
。这

里所说的尺度指规定性、规律性。 任何一个种

的尺度  是指任何对象、客体的规定性和规律;

内在尺度 则指人、主体自身的规定性和规律。

人能够认识对象的本性和规律。人之所以高于

动物, 是因为能够掌握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

把二者自觉地结合起来。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

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这

是人类活动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准则。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因

而是有区别的。真理原则体现客体尺度的要求,

要求人们在认识真理的时候不能考虑人的主体

需要和利益,而价值原则体现主体尺度的要求,

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要保证主体的需要和利

益的满足;真理原则主要表现为人的活动中的客

观制约性, 而价值原则表明人的活动中的目的

性;真理原则是社会活动中的统一性原则, 价值

原则是社会活动中的多样化原则。真理是一元

的,真理本身没有主体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它服

从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而价值是多元的, 不同

的主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价值要求和价值

选择。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差异和矛盾,说明追

求真理和创造价值之间具有矛盾性。这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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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给人类的生活、活动造成了困难; 另一方

面,这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又不断地推动着人类

实践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既要看到它们

的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真理

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是人类活动的内部矛盾,真理

与价值的统一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要求。

真理和价值统一的根据就在于人类实践的

活动中。作为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 真理原则和

价值原则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只有

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人类才能合理、有效地进

行各种活动,反之,失去哪一方,都会使人的活动

偏离或失去正确的轨道。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可

以看出,尽管人们的每项具体活动并不是一定能

够实现真理与价值的完美统一,特别是在阶级社

会中, 真理与价值的背离更是经常发生,但是, 人

类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真理与

价值的冲突,使之以某种方式达到一定程度的统

一。每当价值选择与真理原则发生冲突时,就需

要主体调节自己的活动,一般说来, 这种调节总

是要使价值服从真理,使需要服从可能, 使暂时

服从长远,使局部服从全局。人们是在实践中通

过真理与价值的相互引导、相互结合、相互过渡

来实现真理与价值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与价值的具体的、历

史的统一,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条件, 也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引导学生从世

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层面上把握主客体两种

不同尺度及其统一,追求真、善、美,并自觉地将

之运用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活

动中。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新思

维指明基本路径

思维发生的变革是现代社会生成演化的重

要条件。思维既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又受精

神世界中诸多形式、特别是哲学的影响。哲学是

精神世界的核心和灵魂。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活动中, 哲学以其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

论、价值观统摄每一个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的精

神世界,制约着其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

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 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

的时代转换, 也将人类的思维从而引向更宽广的

创造领域,为创新思维指明基本路径。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新思维指明纵向

路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过去 ! 现在 ! 将来

构成一条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时间链条。马克

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把握其中的本质联系和必

然趋势, 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和创造理想世界

提供了指导。知识生产是人的积极的、面向未来

的创造活动。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育, 要造就创造性人才,就必须培

养学生自觉确立前瞻性思维。不仅关照过去,立

足现在, 更要放眼于未来,向未来进行合理的规

划、建构,走出一条通向成功的自觉创造之路。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创新思维指明横向

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机械论和还原论不同,

认为现实世界不能简单归结为自在自然的运动,

而是一个由人参与的不断生成开放的生生不息

的过程。现实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由

此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特别是在当

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类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学要激发创新思维,就要引导教育学生

着眼于可能性的世界,开拓思维空间,善于提出

新思想、新观点,设计解决问题的不同途径和答

案,并善于根据物的外在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进

行科学认识、评价和选择,探求解决问题的最佳

途径。

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

思维上的创新,而创新的思维作为巨大的精神力

量又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胡锦涛同

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要优先发展教

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

建设各个方面  。这些论断,对于指导我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必须营造宽松

的创新氛围, 着力激活大学生的创新潜能, 培育

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学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

他们的综合创造素质, 教育广大学生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

和更新主观世界, 使创新精神成为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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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

恩格斯说过, 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

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

式  [ 7]
。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

断地自我更新, 与时俱进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品

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

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

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它不是僵死的

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

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

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

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 反映时

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造

性思维的内在统一,决定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将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哲学本身就是

一种理论思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不但

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同时也为思维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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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ide to Develop Innovation: M arxist Ph ilosophy

WANG Fang m ing

(M arx ist- Len inist Research Departm ent, H a rbin Un iversity o 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H arb in 150080, Ch ina)

Abstract: Innova tion is the spir it essence o f the tim es, so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spir it o f innova tion o f students is an im

portant va lue o f h igher education. Co llege ph ilosophy o fM arx ism w ith its own character istics becomes the sp irit o f innovation.

M a rx ist philosophy is the key to innovative th ink ing. M arx ist ph ilosophy thoughts prov ide the scientific princ ip le fo r innova

tion. M arx ist ph ilosophy prov ides the specified path o f innovativ e thinking.

K ey words: ph ilosophy ofM a rx ism; practice; the sp ir it o f innov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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