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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逻辑视角看实践辩证法 

 作者:张 磊  来源:《吉林日

   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建立了完整的辩证法理论。但是，他所建立的

念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创立了实践辩证法，即

彻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和实践当中，从而为解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基本的哲学

辑形式上说，也就是正题、反题与合题三个逻辑环节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这一

人类社会历史生存方式的自我发展分析上，即“人的依附关系”是“正题”，“以物的依

立性”是“反题”，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

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合题”。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构

理。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的实践辩证法。下面，我试从语言

展观”做以简单地分析。 

  正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内涵中，首先提到的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观点继承了

是硬道理”，指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在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理论中的发展概念。在邓小平理论当中，发展概念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经济

观理论当中，发展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因为科学发展观首先就是要改变过去的发

进行重新反思。经过重新反思的发展概念，自然就使发展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具体

的发展概念，不仅包括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环

续发展等，最主要的是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以人为本”，从而使发展概念具有包括

的辩证法内涵。 

  科学发展观首先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概念，主张“发展是硬道理”。因此，

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为了辩证逻辑中的“正题”。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

人的感性本质作为出发点，这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那里，人的感性需要是马

题”。科学发展观同样把人们的物质生活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为了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就构成了实践辩证法的逻辑正题。 

  反题：“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虽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却不是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部。科

本”作为核心，这看起来似乎与前面提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矛盾的。因为

其着眼点显然是“经济”。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物质财富”。而接下

提出了“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显然其着眼点是“人”。这样，似乎在科

作为经济的“物”与作为符合人性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那么，两者之间是否

“以人为本”这一命题的逻辑含义？ 

  “以人为本”可以看作是科学发展观中实践辩证法的逻辑意义上的“反题”。

会的发展，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实现经济增长，那样必然会导致马克思所批判的“

真实意义则在于，人是有独立性的自由存在者。全部社会生活的最高旨趣就在于实现

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存在者。马克思则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在者”。这样看来，人的自由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的精神本性。但是，仅仅具有精神的

是抽象的自由，马克思因此批判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把自由落实在社会历



确说，把人的东西还给人。显然，以人为本构成了科学发展观中的相对于“以经济

题”。所以说是反题，就在于，发展最终要复归于“人”而不是“物”。 

  合题：“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语言逻辑的角度看，辩证法必然表现为两个相反命题的统一，也就是“正题

题”。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中，这一“合题”可以被概括为“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以

题的辩证含义是什么呢？首先，这一合题表明：单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单纯的以人

的。两者最终只有在对方中确立自身，才具有各自的合法性。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如果

纯从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积累角度看，那么，人就成为“物”的工具，被“物”所奴役，

化。另一方面，如果回到单纯的“以人为本”，则就会导致近代以来的抽象的理性主

克思所批判的“精神的异化”。而无论是前面提到的“经济的异化”，还是“精神的

对人来说的理想的生存方式。因此，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就构成了科学发展观中

  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规定：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这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实

马克思看来，单纯的自然主义并不是人的最高生存方式，那只是动物的生存法则，而

抽象的精神规定则只是神的生存法则。因此，马克思把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

存中的“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把相反的两个命题统一起来，才构成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