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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识的本质规律问题1．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

础上或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 认识是主

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其含义有三： （1）实践

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既不是“生而知之”、主观自生

的，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客体，而是通过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

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

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在，而不

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2）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认

识是对客体的反映或摹写，即认识是以客体为原型的，认识

一定含有反映或摹写客体的内容。 （3）认识对客体的反映

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包括一定的选择性、重构性

，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摹写。 总之，在认识活动中反映和

创造不可分，反映是有选择有重构的反映，即在创造性过程

中实现的。创造是在反映基础上的有根据的创造，是受反映

对象的客观本性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本质的规定

与理解，同唯心主义观点、不可知论观点、形而上学唯物主

义观点划清了界限。2．认识的规律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

。其内容如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

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

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

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



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

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上述原理说明：（1）认识的过程

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次质变、两

次飞跃，其中第二次飞跃意义更重大。其飞跃条件是要有正

确理论指导，理论要联系实际。（2）认识的过程是循环往复

，不断前进以至无穷的，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是前进性和

曲折性的统一。（3）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历史的具体的

统一。（4）上述理论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证明群众路线是

正确的理论。（二）关于人的本质、发展、价值问题 1．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含义有三：（1）人有自然

属性和社会属性，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属性是社会性

，因此，人的本质只能是社会性。（2）人的社会性是以生产

关系为基础的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的社会关系是不

断变化的，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凝固的不变的抽象物，而是

具体的、历史的。这一理论的意义：坚持对人的本性、本质

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反对抽象的、超历史的

人性论，抽象地谈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也是错误的观点。2．

人的价值是人的本质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

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是辩证统一的。（1）个人的社会价值

是社会进步的源泉，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因为价值来源

于创造，社会的每个成员要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首先需要

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创造出来。（2）在个人价值和集体

价值关系上，首先要强调重视集体的、人民群众的价值和作

用，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以社会价值为主要取向。这就是集

体主义的价值观。（3）在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作为首要取向的

前提下，也不能否认个人价值的意义，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



的应有之义。人生价值在于贡献，而不在索取。（4）无论是

个人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的满足，都要依赖于人的劳动创造和

实践。3．人的发展有自由发展、充分发展、全面发展三个方

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

思想活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一致的过程：一方面，

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人的发展越

全面、越充分、越能推动社会发展。4．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

的决定力量，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5．上述四个原理说明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内涵

：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体现了社会价值和人

的自我价值的统一；以人为本体现了对人全面发展的追求和

对人的价值、个性等方面的尊重；以人为本对建设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对于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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